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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简单的玩具
越能激发孩子的潜力

现在的玩具比我们小时候
不知道高级多少倍，可是孩子
怎么就越来越没兴趣了呢？国
家心理咨询师、专业从事儿童
心理教育的颜蓓蓓表示，现在
经济水平提高了，家家都给孩
子买了大量的玩具，但孩子们
喜欢的往往是那些能够启发他
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东西。比
如说前文所说的“过家家”，孩
子们享受的是“过家家”的过
程，他们扮演爸爸、妈妈、孩子、
老师、同学之类的角色，去为自
己的角色准备道具，盖房子、搭
灶台、找食物等，充分发挥自己
的能动性，并从中体验乐趣和
成就感。如果大人将所有的东
西都变成了现成的给他们，这
个体验的过程就会大打折扣。

颜蓓蓓说，其实越简单的
玩具越能激发孩子的潜力，可
以让他们施展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锻炼空间感知能力、手眼协
调能力、注意力、观察力、小肌
肉动作等。而一些新奇的高级
玩具，虽然具备各种功能，但其
价值并不是孩子自己发现的。
孩子最初只是被这些新奇玩具
外在的新异刺激所吸引，与玩
具之间的互动可能就只能停留
于此，等到这些新异刺激一过，
立即就不感兴趣了。所以很多
家长会发现花大价钱买回来的
玩具，孩子玩一件扔一件。反而
是那些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的
玩具，比如积木、魔方、沙包、纸
飞机等，因为能够充分发挥孩
子们的能动性，吸引他们去琢
磨规律，发明玩法，因此总是让
孩子们爱不释手、百玩不厌，有
些甚至成为一代又一代永久流
传的经典游戏。

颜蓓蓓建议，家长们不妨
多给孩子买一些激发孩子探
索欲望，能让他们动手组合的
玩具，另外，多让他们接触大
自然，尤其是要和小朋友们在
一起体验集体生活、游戏的乐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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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最“古老”的最受欢迎

“这个玩具孩子们都是过来摸几下，
然后就不玩了。”在商场里，一家游戏区
也有一个厨房玩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大多数时间，这个玩具只是摆设，没有多
少孩子对它感兴趣。工作人员说，其实他
们也挺纳闷的，花好几千元买来的大玩
具被冷落，倒是一些便宜的小玩具最受
孩子们欢迎。比如说最“古老”的玩具积
木，应该算是能让孩子坐得最久的玩具
了。当然了，现在的积木跟过去有很大区
别，过去的积木都是一些形状各异的木
块，而现在除了这种普通积木，还有各种
各样的拼插积木，比如说名气比较大的
乐高、摩比等品牌，一盒积木能有好几百
块形状各异的小颗粒，孩子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想象拼插出很多造型，家长和工
作人员也不用引导，他们自己就能坐在
那儿玩上一个多小时。

呦呦妈妈见了同事和朋友总是会特
别热心地赠送玩具，因为呦呦的玩具已
经堆满了客厅和储物间，再不清理家里
就没法进人了。“孩子喜欢玩的东西根本
不是玩具！”呦呦妈妈说，她后来发现，呦
呦常常对玩具置之不理，却会拿着家里
的其他小物件爱不释手。比如说一盒棉
签，呦呦会把几百根棉签哗啦一下倒出
来，然后再一根一根装回去；还有空调
的遥控器，呦呦特别喜欢抓起来往地上
摔，直到把后盖、电池都摔出来，她再重
新装回去，反反复复地折腾好多次也不
罢休……总之，孩子喜欢摸索的东西都
让大人觉得挺不理解的。

“我小时候条件比现在差得远。孩子
们没有太多玩具，所以就要自己动手找
乐趣，玩得最多、最开心的就是弹球、丢
沙包、跳皮筋、拍洋画、挑冰糕棍儿等。就
拿挑冰糕棍儿来说吧，一到夏天就四处
捡冰糕棍儿，攒成一把后，往地上一撒，
用一根棍儿一根一根地挑，不能触动其
他冰糕棍儿，要是碰到了就要换别人来
挑。”20多年过去了，呦呦妈妈说起自己
童年时的游戏居然还这么历历在目，那
时候如此简陋不堪的玩具竟然可以在他
们的童年时光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呦呦妈妈说，大概就是因为这些玩具和
游戏太简单了，所以需要孩子们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了玩儿，孩子们
还要自己攒洋画、拾烟盒、攒糖纸，这可
能也是收藏意识最早的启蒙。孩子们从
收集的过程中发掘快乐，在交换和玩耍
中体验快乐、友爱和野趣。

“过家家”不如20年前好玩了

小高的孩子今年两岁多了，他们
常常带孩子到商场、公园、早教中心等
地方玩，这些场所都开辟有儿童游乐
区，里面会布置少则几十种，多则上百
种的玩具。小高却发现，孩子对这些玩
具的兴趣并不大。比如说在自家邻近
的商场里有个游乐区，里面放着好几
个大型玩具屋，有厨房、加油站、城
堡……都是用塑料模仿真实环境，外
形十分逼真；还有好几个滑梯秋千
组，做得也很精心，有特制的安全吊
绳、舒服的座椅，还有安全带等保护措
施；而“模拟超市”更是“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几十种蔬菜瓜果栩栩如生，
还有货架、购物车、收银台、计算器等
全套设施，孩子完全可以从这里体验
一次超市购物的全过程。除了这些外，
还有一大堆的赛车、电动车、积木、跷
跷板等，五花八门的玩具堆了一屋子。
可是，孩子面对这些玩具根本看不出
有多兴奋，他钻到“厨房”里摸了几下
就出来了，到“超市”捡了几样水果，后
来也扔掉了，小钢琴弹了两下就推到
一边去了……他对每样玩具的兴趣都
持续不了5分钟。

“真是太奇怪了，这么多玩具，做
得这么精致逼真，孩子居然一点也不
爱玩。我们小时候，就一堆砖头瓦片，
大家都玩得乐此不疲。”小高回忆起自
己小时候的玩具和游戏，印象最深的
就是“过家家”，这是当时10岁以下的
孩子们最喜爱的游戏。工具都是小朋
友们自己动手寻找、制作。比如说找个
墙根，用木棍和塑料布搭起简陋的帐
篷，就算是房子了；用几块砖头摆个

“炉灶”，拾几块瓦片当盘子、饭碗，掰
几截儿树枝就是筷子；随便拔几根草
就是“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
玩具，完全是就地取材，一群小朋友们
玩得不亦乐乎。可现在呢，玩具生产商
早就把这些东西给准备齐全了，比如
说那些现成的“厨房玩具屋”，超大个
头，所有真实厨房拥有的设备一应俱
全，有像模像样的炉灶、微波炉、刀具
组、烤箱、洗碗机、冰箱、制冰器、咖啡
壶、吊罐、蔬果筐等，勺子、叉子之类
的小配件有几十种，几乎不用孩子自

己动手准备任何东西，直接就可以
上手“做饭”了。可是，这么精致的
“厨房”，孩子只是刚开始新鲜，
玩几下就置之不理了。

玩具高级了 快乐却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