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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当代民间儿童玩具的现状进行反思，为民间儿童玩具创新设计寻找出路。方法 结合时

代背景，分析民间儿童玩具现状；对民间儿童玩具所处时代背景进行比较分析，找出问题所在；基于

问题的源头，提出创新设计的出路和设计方案。结论 得出民间儿童玩具应结合时代特征，体现出人文、

科技、审美观念等方面在设计中的应用，在继承中创新，与时代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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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of Contemporary Folk Children´s Toys 

LIAO Mei, JIANG Long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617000, China) 

ABSTRACT: It makes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folk children´s toys, to find a way out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toys for children.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status of folk children´s toys is analyzed, the back-
ground of folk children´s toys is comparative analyzed and the problems are found. Based on it, innovative design way and de-
sign scheme are put forward. Children´s toy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efle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esthetic ideas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desig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folk 
children´s toys with the time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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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民间艺术为基础的民间儿童玩具，不但

是我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写照，还是我国儿童人文教

育的基础。民间儿童玩具题材来自于我国传统的时

令习俗、文学艺术，也是地域特色的体现[1]。其匠心

独运的工艺是人们生产劳作中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

和智慧的结晶。然而今天，民间儿童玩具已经失去

了满足儿童玩耍娱乐的功能意义，购买者更多地是

从其装饰性和对岁月的缅怀而购买。传统的民间玩

具在现代玩具市场已不具备竞争力，面临着生存和

发展危机[2]。在新时代下，民间儿童玩具应追根溯源

反思其停滞不前的原因，只有找到原因才能找到创

新突破口,从而达到在传承中弘扬，使中国民间儿童

玩具得到市场的认可。  

1  从时代背景看儿童玩具的现状 

从文化背景来看，多元化社会中，外来文化、

流行文化使儿童玩具形式和内容丰富而各具特色。

如在动漫影视中衍生而出的动漫玩具，从流行艺术

发展起来的平台玩具，欧美文化下的芭比类人偶玩

具，这些形态可爱又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现代玩具，

已然占领了玩具的主流市场，也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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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背景来看，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为儿童玩具的发展提供了各种技术和形态上的

可能。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合成化学技术、计算

机技术等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使设计界新的浪

潮一波接一波，同时也为儿童玩具开辟了新的发展

方向。遥控玩具、智能玩具等，无论从智力发展上

还是人文关爱上，都更加符合现代儿童心理发展的

特点。 
最后，从儿童身心发展来看，儿童对事物充满

了好奇心和新鲜感。在信息社会下，儿童在见识和

视野上都较为开阔，对于玩具的声、色、形以及可

玩性与好玩性的整体要求也有所提高，玩具的新、

奇、特往往更能激发儿童对游戏的兴趣。 
当代玩具的发展已经集科技、文化、休闲、娱

乐、益智于一体。中国玩具设计虽然随着国产动漫

产业的发展，已经有了自己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

玩具在整体设计上尚未形成与我国文化底蕴相融合

的现代儿童玩具。而我国悠久的民间儿童玩具却因

种种原因未能在当代社会立足，这不得不让人们展

开反思，并有责任和义务为民间儿童玩具在当代玩

具设计中寻找出路。 

2  民间儿童玩具现状反思 

 在我国古代，儿童玩具是最普及的民间艺术，

与其他民间艺术形式一样，有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

厚的人文内涵。从民间玩具的材料和形制上，能够

反映出其地域特色和浓烈的民俗。在玩具的种类上

有供观赏、把玩、娱乐、益智等各类品种，然而传

承至今，其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是面临残存的危

机。结合时代背景，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是影响

民间儿童玩具发展的原因[3]。 

2.1  生活文化的变革 

民间艺术植根于人们的生活，民间儿童玩具也

不例外，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生活方式

已经与民间艺术昌盛发展的农耕社会截然不同。民

间儿童玩具的题材主要建立在生活劳作、民俗时令、

民间戏曲、自然花鸟等农耕时期的精神寄托和娱乐

方式上。在今天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无论在生活

习惯、工作方式还是精神生活上，都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传统的民间题材失去了对应的语境，自然难

以作为主流玩具存在。在审美方面，民间儿童玩具

秉承了民间艺术造型上的随意洒脱与朴实无华的创

作风格；用色上浓艳鲜丽，对比强烈，是热烈率真

的劳动人民性情的体现[4]。传统的乡土审美情趣在师

承中一代代延续至今，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人

们或许会觉得之前传统的审美观过于土气，在审美

的认同度上难以统一。如今，民间儿童玩具的生存

空间已经被排挤到以旅游景区为背景的旅游纪念品

范畴，其存在的功能意义已经被淡化，倘若再不加

以重视，长此以往，终将被时尚的潮流淹没而变成

人们记忆中的玩具。 

2.2  生产技术的变革 

    民间儿童玩具是农耕时代人们在物质贫乏时期

智慧和手艺的体现，其品质取决于手艺人技艺的高

低，材料多为就地取材，因材施艺。如山西的竹龙、

惠山泥玩具、贵州陶玩具等，均是以其独特的工艺

和材质而出名[5]，但在现代社会中，民间儿童玩具的

结构和工艺等特点不适合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大多

以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存在。然而手工艺者良莠不

齐，现代民间儿童玩具往往显得粗糙，在用色上也

失去了传统、天然、环保的意义，制作过程中化工

颜料的使用和缺乏相应的安全监测，使得民间儿童

玩具的发展进一步受阻。与工厂批量生产的现代玩

具相比，在整体品质上差距较大而显得低廉[6]。另一

方面，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民间儿童玩具对现

代科技的融入性差，样式陈旧，缺乏创新。玩乐的

功能逐渐被装饰功能所代替，难以符合现代儿童对

玩具的要求。 
    民间儿童玩具在儿童玩具主流市场难觅踪影已

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非是人们已经对传统玩具厌

烦。相反，在全国各景点或传统节日上，很多人会买

各种平时少见的传统儿童玩具，如弓箭、陀螺、弹弓

等。对于小孩而言，他们会觉得新奇而想尝试。从某

种意义上说，民间儿童玩具之所以遇到瓶颈，在于其

自身没有跟上时代步伐，才导致发展受到限制。 

3  民间儿童玩具创新设计实践 

民间儿童玩具自身的独特性固然是其存在的根

本，然而在时代进程中，倘若因循守旧，一成不变，

必然难以与人们的观念相融，在时间的流逝中，终

将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如何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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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儿童玩具中，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不但是

对儿童玩具出路的探索，而且还是对传统文化继承

和发扬的尝试。结合以上分析，笔者将这一探索引

入课程教学中，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民间儿童

玩具的创新设计实践。 

3.1  与现代情感诉求结合 

传统的儿童玩具不但是儿童玩耍的物品，而且

还因为受民间传统工艺美术的影响，也具有趣味和

祈福的意义，以此给人以慰藉和精神寄托。随着社

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跟物质发展成正比，越

是经济发展人们的情感越是无所寄托，各类社会问

题和家庭问题也相伴而来[7]。民间儿童玩具以往的祈

福功能已不再让人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在保留传统

特色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结合点，满足现代人新的

情感诉求，这既是民间玩具所应担负的责任，又是

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从社会现状来看，基于各种压力所带来的精神

健康问题屡见不鲜。李宇聪设计的“发泄球”见图 1，
针对于现代人压力过大或愤懑时的情绪发泄而设

计。在造形上，借鉴了民间传统的情绪舒缓神器，

即香囊；在玩法上，来源于民间儿童游戏“丢沙包”

和“甩炮”的玩法。在需要宣泄情绪时将球扔出去，

球体根据碰撞到其他物体的撞击强度，内部的发声

器会自动发出各类互动的语音，力度越大，声音越

惨，是犯错时的替罪羊，名副其实的“出气包”。通

过这种方式不但情绪得到发泄，电子语音的搞笑互

动还能将人逗乐，达到调整情绪的目的。整体设计

中从形到意，都是记忆的再现。 

 
图 1  发泄球   
Fig.1 Vent ball 

现代电子产品虽然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是也

使得人际关系逐渐疏离，手机族、电脑族已经蔓延

到各类人群中，人们与电子产品相处的时间多于陪

伴儿童的时间[8]。陈海军设计的可拆分铁环见图 2，

以 80 后家长儿时的“铁环”玩具为设计原型，设计

中保留了铁环的玩耍特征，在玩耍方式和材质结构

上进行了改进，在原来单一简陋的铁环中，融入了

现代设计观念，材料的更新使造型和结构更多样化，

色彩等视觉效果处理更符合当代的审美标准，细节

处理更人性化，玩耍方式更具互动性。合在一起时，

儿童可以在家长的辅助之下，通过内外轮的共同控

制，学习滚铁环的技巧；拆开后，轮毂和内轮可以

独立使用，互相比赛。父亲可以借此找回儿时的记

忆，孩子也能体会到上一辈玩具的快乐。玩耍之中，

达到亲子交流的目的，让儿童拥有健康的娱乐方式。 

 
图 2  可拆分铁环 

Fig.2 Detachable hoop 

3.2  与现代科技结合 

从这里的时代背景分析中可知，科学技术与新

型材料在儿童玩具中的应用普及而广泛，也受到了

儿童的欢迎，为儿童娱乐玩耍提供了多种方式，甚

至可以达到启智的作用。传统的民间玩具缺少工业

背景，手作方式很难在材料上得到更新，因此其形

制和功能在时代的进程中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

化，这是其与现代玩具缺乏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谭丽梅设计的“玩转陀螺”见图 3，将古老的陀

螺与现代的悠悠球相结合，选用可压缩和回弹性好

的塑胶材料，以及内部的技术装置实现玩耍功能。

通过悠悠球摩擦生电并储存，陀螺靠储存的电能来

进行驱动，两者不仅在形态上互生，在玩耍上也互

相提供能量。王琳设计的“电子蜻蜓”见图 4，在保

留了民间竹蜻蜓外观形态的基础上，从手工削片并

组装的竹材，换为轻便并能批量生产的塑料材质，

使用方式上改变了原有竹蜻蜓双手搓动升空的方

式，利用电子原件的开关进行控制，操作上更为便

捷。当其升空后随着时间推移缓慢降落，按键位置

的发光圈坠落后会不断闪烁，便于被人发现。融入

现代科技的玩具，无论在品质上和审美上都更加符

合人们的要求。它是现代玩具的主流，也是民间玩

具摆脱低廉、粗糙等负面评价的必经之路[9]。 

3.3  与现代造型理念结合 

传统的民间儿童玩具因其创作背景和创作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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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源于民间，常以所见和所想为创作灵感，因此具

象形态的造型特征较为常见，如陶塑的口哨多以动

物为主，其形活灵活现。布偶玩具在具象的形态之

上辅以祥瑞的图案进行装饰。木雕木刻等玩耍杂类

更是将生活中的事物刻画得入木三分。然而，经现

代主义横扫后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于事物原模原样

的再现形式和复杂的形态已经不再有兴趣。相反，

求精求简的造型风格和可以自由发挥的 DIY 操作

模式，更能给与追求个性化的现代儿童自由发挥的

余地[10]。 
民间儿童玩具在材料和工艺上最显著的特点便

是取材的天然与手工制作。与今天设计界所倡导的

“环保设计”理念不谋而合，同时也可以促进儿童

的动手能力，达到益智的目的。基于此，杜敏杰设

计的“节节高”拼装玩具见图 5，利用江南和巴蜀地

区房前屋后的竹子作为原材料，用标配的尺寸和构

件作为单元形，儿童可通过提供的步骤图和成形图，

用插榫的连接方式，组装变化成各种抽象的形态。

黄丹设计的“动物”拼装玩具见图 6，用原木来作为

材料，大小不同的圆球和细小的圆柱体，极具点线

面的几何特征，通过长短比例的变化，可组合成多

种萌态的小动物，极具童真和趣味性。其特征在于，

几何化和标准化的部件，既有利于玩具的批量化生

产，同时又保留了天然材料和手工制作的优势。 

  

       

4  结语 

民间儿童玩具在时代的变化中，倘若墨守成规，

驻足不前其辉煌必将成为过去。根据民间玩具的不

同特点有选择地继承，在保留民间儿童玩具文化积

淀和艺术特性的同时，结合时代背景，针对现代社

会的需求，运用现代工艺条件，满足人们的情感和

审美取向，将传统与时尚、人文与科技融入到创新

设计中，让其与时俱进，让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玩

具不单有民族特色，同时也有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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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动物拼装玩具 
Fig.6 Animal assembled toy 

              

图 5  节节高拼装

玩具 
Fig.5 Bamboo joint 

assembled toy 

图 4  电子蜻蜓 
Fig.4 Electronic dragonfly 

 

图 3  玩转陀螺 
Fig.3 Multi-function scoppe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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