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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承袭传统工艺的时代语境中，研究现代构建类玩具与传统工艺启蒙相结合的新思路，使

儿童能够通过操作此类玩具，去感知、理解、掌握与传统工艺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和技能。方法 基于儿
童的自身条件，对构建类玩具设计中所涉及的相关传统工艺制作流程进行梳理分析，并结合现代设计表

现手段，对工艺过程中的物件形式与功能进行优化整合，最终形成设计方案。结论 围绕利用构建类玩

具给予儿童传统工艺启蒙的设计目的，归纳出对此类玩具在操作、材质、形态、功能维度上的设计策略，
并结合木版年画构建类玩具对相关传统工艺成分的提取、优化、整合、应用，来验证相关理念和方法的

有效性。在构建类玩具所营造的工艺制作情境中，儿童的创造力和工艺制作素养将得到有效锻炼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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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oys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ditional Crafts Inheritance 

YANG Da-wei 
(Southwest Jiao 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The wor kaims to study the new ideas of combining building toys with traditional craft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ditional craft inheritanceto make the children feel, understand and master a series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related to traditional crafts by operating such toys. Based on the children's own conditions, the pro-
duction process of traditional crafts involved in the design of the building toys was analyzed, the material forms and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were optimized by modern design representation means, and finally the design scheme was 
formed. For the purpose of using the toys to give children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raft, some design 
strategies for the building toys involving the dimensions in operation, material, form, and function have been summariz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lated ideas and methods are validated through extraction, optimization, integration and applica-
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 by New Year wood-block painting building toy. In the situation created by building toys, chil-
dren's creativity and production skills will be effectively practiced and promoted. 
KEY WORDS: traditional craft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building toys; modularity 

在国家提出全社会戮力振兴中华民族传统工艺

的时代感召下，为了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将传统工艺文

化的良种播种于年幼一代的心中，针对这一群体的心

理特征，采取富有趣味性、启蒙性的方式进行引导与

培养，已势在必行。构建类玩具作为一种当下深受儿

童青睐的玩具类型，与普通玩具相比，它可以承载更

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对儿童进行传统工艺启蒙教育

的理想媒介。为了更好地将传统工艺的精髓融入此类

玩具，从而帮助儿童通过手脑并用的个性化操作方

式，潜移默化地理解、掌握传统工艺的核心技艺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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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这里提出了以承袭传统工艺为要旨的构建类

玩具的设计思路，并结合某款“传统年画”构建类玩具

的设计过程，对相关设计方法进行了验证。 

1  传统工艺传承背景下的构建类玩具设计

理念 

1.1  发挥寓教于乐的使用功效 

构建类玩具是一种运用模块体系中造型各不相

同的单体模件，在变换组合搭配下进行游戏的器物[1]。

放眼世界玩具市场，正如以丹麦的乐高（LEGO）、

德国的爱泰（Eitech）为代表的现代构建类玩具所获

得的成功那样，这种扩充性强、可玩性高的益智类玩

具，因其对儿童创造能力的开发、专业知识的积累所

起到的非凡影响，在风靡全球娱乐市场的同时，在教

育领域内的开发与应用，也在不断地深化与拓展。如

Eitech 公司旗下的 Teifoc 品牌 DIY 建筑玩具，见图 1，

它的制作材料主要由天然粘土烧制的仿真砖瓦模件

与安全、可溶解的特制水泥组成，借助此款玩具，儿

童可以仿照成人搭砌建筑物的方式，用一砖一瓦创造

出造型各异的建筑模型。在孩子们实现自己建筑梦想

的过程中，他们的空间认知、逻辑思维、动手能力以

及对相关建筑知识的了解，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图 1  Teifoc DIY 建筑玩具 
Fig.1 Teifoc DIY building toys 

 
为了给传统工艺未来的发展蓄力，对儿童进行

传统工艺的启蒙教育，是任重道远的举措，但对于

懵懂稚气的儿童而言，现有的启蒙传习方式由于存

在形式较为单一，趣味性不强，操作难度较大等欠

缺，影响了他们对传统工艺的认知体验与兴趣投入。

在现代构建类玩具设计中，有机融入传统工艺的制

作流程与造物理念，这对于传统工艺的现代承袭，

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构建

类玩具所拥有的容纳万千造型的特质，正好迎合了

儿童喜欢新奇多变事物的心理特征，能够使他们在

创造不辍、乐此不疲的玩乐过程中，完善自己对传

统工艺的理解与掌握。 

1.2  彰显承古融今的设计风格 

传统工艺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以手工

作业的方式对原材料施以某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

过程及其结果[2]。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观念、思

想智慧和实践经验。回顾我国玩具的发展历史，不难

发现，本土诞生的构建类玩具中，不乏有经典之作是

由传统工艺的制作理念衍生而来的，如七巧板（制作

灵感源于我国古代宫廷中燕几家具的造型及组合方

式）、鲁班锁（制作原理来自传统木工技术中的榫卯

构建法则）等[3]。时至今日，尽管传统工艺在漫长的

历史岁月中历经洗涤，但它在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以

及激发人类造物智能方面，仍然扮演着不容小觑的角

色。为了使构建类玩具能够充分发挥对现代社会中的

儿童进行传统工艺启蒙教育的效用，在保留相关传统

工艺“精髓”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手段与模块化设

计理念，对传统工艺中的制作技艺以及所使用的工具

物件，进行合理、适度的提炼与优化，将成为构建类

玩具设计创新中的重要途径。例如，“米米妙妙”是一

款深受国内儿童欢迎的构建类玩具。值得一提的是，

该玩具的操作方式与中国传统的面塑技艺有着诸多

相似之处，见图 2。儿童可利用经由现代技术处理的

玉米淀粉模块颗粒，通过沾水黏合的简易组合方式，

来构建出各种别出心裁的创意作品。除此以外，这款

玩具神奇的粘连功效，明显优于传统工艺中所使用的

米面、食糖等材料，能够将其任意粘贴在纸、玻璃、

墙壁等多种材料上，从而使儿童在制作过程中的表现

手段与创作场域得到丰富和延伸。可以说，构建类玩

具在设计层面所反映出的“承古融今”的特质，正契合

了传统工艺在当代立足传统、兼容并蓄的发展思路。 
 

 
 

图 2  玉米淀粉玩具和传统面塑 
Fig.2 Magic nuudles and dough modelling 

 

2  传统工艺传承背景下的构建类玩具设计

方略 

2.1  操作的简化 

一般而言，传统工艺的复杂程度较高，加之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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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方式多以“做中学”、“口传心授”等默会形式为主，

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顿悟学习。儿童若想完成此类操

作并洞晓其中的制作规律，殊非易事。对于参照传统

工艺理念进行设计的制作类玩具来说，其设计目标是

使儿童能够在适合自身素质条件的工艺自造活动中，

顺利收获必要的工艺知识与技能，因此，在具体的设

计过程当中，可以将相关传统工艺流程细致梳理后，

进行化繁为简的处理。通过提取各个制作环节中的技

艺要素，将它们合理安置在构建类玩具的操作步骤

中，并将传统工艺中一些对于儿童来说完成难度较

大、危险系数较高的环节，利用现代技术的“改良”方

式，使其在玩具操作层面上变得简易。此外，儿童的

认知能力尚处于发展阶段，新知识的构建需要依托于

既有的认知体系。为了在构建类玩具的设计层面给予

儿童“潜在”的引导，可以将此类玩具的操作设置与儿

童自身已习得的某些经验相结合，从而使他们在操作

相关构建类玩具的初期阶段易于上手，便于营造一种

循序渐进的认知学习情境。 

2.2  材质的延伸 

材质是材料与质感的结合，从传统工艺启蒙的思

路出发，对于现代构建类玩具材质的选择，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主题以及使用对象的定位。传统工艺大都采

用一些纯天然的材质进行手工制作，为了贴合传统工

艺的古朴气质，可以让儿童在操作构建类玩具的过程

中，通过广泛的接触和认识来体验与处理诸如竹、木、

石、骨、土等天然原始材料，来更好地理解与这些材

料相适应的工艺技术与地域文化[4]。另一方面，传统

工艺原材料的加工过程，对于制作者的体力、技艺等

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鉴于此类玩具旨在发挥启蒙

引导的功效，可以通过换用可塑性强、易于装卸的新

材料，如塑料、软陶、EVA 泡棉、胶合板等，来降低

儿童工艺自造过程中的技术门槛，使他们能够顺利完

成操作并掌握相关工艺的基本技巧。此外，为了让儿

童清晰地理解传统工艺中的某些原理和诀窍，可以借

助一些具有特定性能的人工材料来辅助实现。例如，

通过某些透明材料的介入，使儿童能够以一种类似

“透视”的方式，来全方位洞悉制作过程中的内、外部

现象关联，进而使原本难以观察、解释的技术细节，

变得明晰，便于儿童获知相关工艺原理及奥秘。 

2.3  形态的升华 

玩具形态是玩具设计思想的凝结与呈现，从中国

古代“道器合一，以器载道”的哲学思想产生伊始，至

当代产品制造领域中要求在“造物”中“谋事”的设计

理念的提出，都不谋而合地强调“物”对“人”应起到积

极的影响。在传统工艺的传承背景下，这一思想为构

建类玩具的形态设计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从启蒙

传承的角度出发，细致分析传统工艺相关主题的文化

内涵与具体工艺流程，从中提取适宜儿童掌握的关键

工艺要素，并基于原始制作材料、工具的造型特征，

对其进行整合性的“物化”设计处理。为了凸显构建类

玩具在塑造形体上的优势，可以在保留传统工艺核心

造型理念的基础上，对传统工艺外部形态的构成方式

进行“模块化”介入处理。而模块单元的形态应以几何

形体为主，因为纯粹抽象的几何形体含有世间万千形

态的共性特征，蕴含着无限的想象空间，有利于儿童

产生联想与创造[5]。在此基础上，物（材料）、结构

（有意味的构建形式）、动作（使用者的动作以及物

的变化反馈）在“形”上得到了统一，玩具“使用”的意

义也就更加深刻[6]。通过这样的游戏情境，儿童的心

智在传统工艺文化的浸濡中得到了滋养，他们的创造

力和工艺制作素养，也得到了有效的锻炼与提升。 

2.4  功能的扩展 

传统工艺向来可以满足人们自给自足的生活需

求[7]。它所创作的手工制品饱含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实

用功效。具有传统工艺基因的构建类玩具，也应当在

现今的儿童世界中发挥传统工艺的实用价值，使其不

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工具，因此，在这类玩具的设计

过程中，重视对实际应用功能的开发，将成为其发展

的亮点。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点出发进行玩具功

能的设计构思。（1）我国传统工艺资源丰厚，可通过

细致梳理与筛选，将构建类玩具的主题定位于一些兼具

趣味性与应用性的工艺品制作项目上来，如织染工艺、

日用器具制作工艺等。这些传统工艺经过现代设计的适

度转化，能够焕发光彩，服务于当今社会。（2）对于

一些应用价值不突出的传统工艺项目，可以通过工艺

“嫁接”的方式，在保留原始工艺特色的基础上，与其

他具有较强实用功能的传统工艺项目进行融合，使其

在不失本真的前提下，增强自身的实用价值属性。可

以预见，基于此思路产生的构建类玩具，会使儿童的

创作成果自然进入实际应用领域，儿童在收获成就喜

悦的同时，也会增进对传统工艺现代价值的认同度。 

3  传统工艺传承背景下的构建类玩具设计

实践 

3.1  传统木版年画概述 

木版年画作为中国历史悠久、具有代表性的传统

民间艺术形式，有着 1 000 多年的历史。到了清代中

晚期，木版年画已发展至鼎盛时期，使用范围也几乎

覆盖全国[8]。传统木版年画运用原始的手工雕刻木板

进行印制，在造型、色彩、制作等方面，具有独特的

艺术风格与人文价值。 

3.2  设计过程 

3.2.1  传统木版年画制作工艺的制作条件与流程分析 

传统木版年画的制作工具及材料，主要包含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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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刻板、颜料、纸张、拓印工具等，它所使用的颜

料是采用天然矿植物原料研磨后经多道工序加工而

成[9]。传统木版年画在制作步骤上通常可分为分版、

制版、校版、印制 4 道工序[10]。各阶段的主要制作内

容是：（1）在分版阶段依照原始图案的色彩分布，

分别描绘出线稿和色稿，一色一稿，在此过程中，多

张色稿版面的内容在空间位置上要保持相互吻合，避

免错位；（2）按照色稿进行制版，一色一版，在制

版阶段，刻板上凸起的造型轮廓要清晰准确；（3）在

校版阶段，确认每块版面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要求，

发现问题，及时修版；（4）在套色印制阶段，要保 
 

持拓印纸张与每块印版之间的相对位置固定不变，此

外，为避免重色对其他颜色的影响，要按照色彩由浅

至深的顺序依次进行套印，同时在套印中的色彩运用

上，多以带有传统喜庆感的偏暖复色为主，辅以冷色

穿插，形成明暗、冷暖对比丰富的画面效果[11]。 

3.2.2  “传统木版年画”构建类玩具设计中的工艺成

分提取与优化 

经过分析提炼，归纳出在此款传统工艺制作类玩

具设计中，每个制作环节需要保留的传统工艺要素以

及亟待处理的关键问题，见图 3。 

 
 

图 3  木版年画构建类玩具所涉及的工艺成分分析 
Fig.3 Component analysis of building toys of New Year wood-block painting 

 
在构建类玩具的设计中，为了解决相关的工艺技

术难题，去除启蒙学习的障碍，可以利用上文所提及

的构建类玩具的设计方法，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定位

于与传统工艺操作密切相关的物件本身。具体的解决

方案有以下 4 个。（1）在分版阶段，问题产生的原

因主要是用于分版的色稿材质偏软、透明度不够所造

成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玩具设计中可以选用透

明度高、硬度强且表面带有方格网线的现代材料来替

代。（2）制版阶段是决定年画画面造型的关键，此

环节也是模块化形态元素介入的重点，由于在这一环

节中，儿童所需掌握的技艺内容是凸版造型原理，可

以在吸纳传统工艺内涵的基础上，结合与之相关的某

些儿童较为熟悉的玩具造型特点，进行综合设计考

量，见图 4。在这款玩具的模块设计中，可以将玩具

模块单元，设计成类似乐高积木的块状“像素”形式，

通过将其安置在平板表面，形成各种“点、线、面”的 

造型组合，进而达到安全、灵活制作凸版的使用效果。

此外，考虑到要让版面体现出传统“木版”的质感与韵

味，可以选择木质材料来制作活版的模块。（3）为

了使校版更加高效，可以用透明板材替代原始的木质

色版。将透明色版与位于其下方的原始样稿位置对

齐，便可以根据上下色块重叠吻合的情况，快速发现

制版中出现的问题。（4）印制阶段，可借鉴传统工

艺中用于位置固定的木夹结构原理，设计出可以固定

色版与拓印纸张相对位置的装置。 
在设计方案的整合阶段，将每个工艺环节的传承

重点与针对相关问题所产生的设计构思进行融合，

终形成一套造型紧凑，功能合理，可满足传统工艺启

蒙学习需求的构建类玩具设计方案。 

3.2.3  方案呈现 

通过对“木版年画”构建类玩具设计方案的几轮

优化，形成了 终的产品设计效果，见图 5，此款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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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传统木刻凸版与现代构建类玩具的关联 
Fig.4 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relief printing plate and modern building toys  

 

 
 

图 5  木版年画构建类玩具效果 1 
Fig.5 Achievement of building toys on New Year wood-block painting 1 

 
具的创新点在于以下 3 个方面。（1）利用表面带有

凸点及参考网格的透明塑料板，来整合传统工艺中分

色稿纸与木刻板的功能：将彩色样稿的画面朝上，置

于嵌入式固定木盒的内部，在样稿上方固定相应的透

明塑料板。通过这样的方式，儿童能够透过上层的透

明板材并借助参考网格的定位作用，来轻松观察、比

对底层的原始样稿，以便顺利进行后续的分版、制版、

校版的工作。（2）借助底部有插孔的木质模块，将

它们按照被置于透明塑料板下方的彩色样稿的色彩

分布情况，对应插装在分属不同色版的透明塑料板的

凸点上，进行模块化组合制版，从而形成独特的活版

样式。较之于传统的木刻制版，这样的模块化制版方

式更安全、灵活，扩展性强，节约木材资源等。（3）

将带有传统木版年画工艺特色的矿植物颜料，涂于各

块版面的模块染色区域上，并利用固定在木盒一侧的

纸张，按照由浅色到深色的顺序，依次对嵌进木盒内

的各块色版进行拓印（一块色版拓印好后，从嵌入式

固定木盒中取出，放入下一块色版，对同一纸张进行

再次拓印）。通过这款玩具，儿童能够按照传统工艺

的简化流程，印制出各种图案的作品，并且它还可以

广泛应用于年画、贺卡、宣传单、服饰等印刷品制作

领域，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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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木版年画构建类玩具效果 2 
Fig.6 Achievement of building toys on New Year wood-block painting 2 

 

4  结语 

从构建类玩具对儿童传统工艺启蒙影响的思路

出发，探寻构建类玩具制作与传统工艺启蒙之间的契

合点，分析整理出传统工艺承袭背景下，构建类玩具

的设计理念与方法，提出通过提取、优化、整合的方

式，将传统工艺的精髓融入构建类玩具的形式与功能

中，使这样一种集劳作、游戏、艺术、益智于一体的

玩具，能够超越“玩具”本身，成为培养未来我国传统

工艺事业新兴力量的重要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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