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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指南》指导下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在幼儿园生成活动中
的研究

徐晓阳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中心幼儿园，甘肃 张家港 215600）

摘要：陶行知先生认为创造教育以生活为内容，强调教学

做合一，其中“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而幼儿生成活动最

需要儿童主动去想、去做、去创造。教师作为活动的引导者，

应当尊重幼儿发展规律，在《指南》指导下全力促进幼儿创造

力的开发，让幼儿做“主动求真”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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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生成活动是指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经验和需要，

在与环境互相作用中自主产生的运动。它不是照搬某本教材

书的特定活动，而是最能体现和开发幼儿创造力的活动。陶

行知提出创造教育需要”六大解放”：一要解放儿童的头脑。

二要解放儿童的双手。三要解放儿童的嘴。四要解放儿童的

空间。五要解放儿童的时间。六要解放儿童的眼睛。那如何

才能做到这”六大解放“呢？目前很多研究都是从外部因素

着手，比如说提供民主的环境，提供多样丰富的材料，提供

灵活的学习时间。但儿童是主动的学习者，教师不能一厢情

愿地用自己“教”的方法来确定儿童“学”的方法，而应该

根据儿童“学”的方法来确定“教”的方法。这样才能让儿

童真正成为学习的主导者。《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则详细写明了 3-6 岁各年龄段儿童学习与发展目标和教育建

议，为教师根据“学”的方法确定“教”的方法提出了指导

建议。故结合《指南》，在帮助幼儿园教师进行生成活动时

如何落实创造教育思想有所启发。

一、切入儿童兴趣点所在，挖掘其教育价值

儿童的创造力往往是从对一件事物有好奇心开始的。在

生成活动开始之前，教师需要敏锐的观察力，也要“解放儿

童的眼睛”，让幼儿自己观察自然、观察社会，培养自己的

观察力，让儿童自己学会发现，但儿童在适宜创造的环境下

进行创造活动也受限于自己的发展水平，各个年龄段的孩子

对同一件事物的兴趣切入点也是不同的。《指南》指出小班

幼儿对感兴趣的事物能仔细观察，发现其明显特征。中班幼

儿能对事物或现象进行观察比较，发现其相同与不同。大班

幼儿则能通过观察、比较与分析，发现并描述不同种类物体

的特征或某个事物前后的变化。因此教师在对教育价值分析

的时候，不能超出幼儿发展的能力范围，而是把生成活动的

目标指定在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内，才能使幼儿后期主动创造

学习时，既不感到特别容易而产生无聊感，又不感到特别困

难而无从着手。

二、帮助幼儿整合兴趣点，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六大解放”

每个幼儿都是有差异的个体，他们的兴趣点可能不一样，

对兴趣点的专注力也不一样，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否就要

让全班每个幼儿都自己探究自己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无序

的民主自由，往往只会造成混乱和达不到学习目标。怎样才能

使生成活动的开展不凌乱无序却又能发挥幼儿的创造力呢？在

确定生成活动主题的时候，不妨找寻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切入

点，统一主题供全班幼儿探究，这样儿童的注意力与切入点就

不会变来变去，导致生成活动达不到最终目标了。在一个主题

下，利用多种方法使幼儿提出自己对此的兴趣点。这一过程中

需要“解放嘴巴”，让儿童大胆地讲、大胆地提问、大胆地表

达自己的思想。《指南》中语言活动的目标建议详细地对“解

放嘴巴”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

1. 为幼儿创造说话的机会，每天有足够的时间与幼儿交谈，

尊重与接纳幼儿的说话方式，教师要认真倾听并给予积极的回

应，鼓励幼儿和同伴交谈。

2. 引导幼儿清楚的表达。和幼儿说话的时候，教师的语言

要清楚简洁，当幼儿不能马上表达清楚的时候，教师要有耐心

听他慢慢说，给予必要的补充，帮助他理清思路并清晰地说出

来。教师在收集整理了全班幼儿的疑问和兴趣点之后，对此进

行审议，挑选出最有教育价值的那部分，再整合性地将问题抛

给儿童，让儿童找到解决办法。

 儿童在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时，往往能用多种方法解决问

题。教师在幼儿找寻解决办法之前，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

思考，鼓励他们多次尝试。在此过程中解放他们的头脑和双

手还有时间空间。根据《指南》的具体目标，决定他们探究

的广度和深度，比如《指南》认为：大班幼儿能主动发起活

动或在活动中出主意，想办法。因此我们班开设生成性课程《胡

萝卜趣事》的时候，运用了问卷调查方法将一些浅显的问题

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填画完成。很多幼儿通过问家长，查

阅电子资料，查阅书籍，实地观察幼儿园的胡萝卜种植园地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已经能够运用社会资源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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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儿童来说，由于思维特点仍然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所以实地直观地观察幼儿园的胡萝卜种植园地更能引起他们

的探究热情和创造力。在区域活动中他们能在科学区做胡萝

卜变色实验，胡萝卜生根实验，是为了解决“胡萝卜为什么

是橙色的”以及“胡萝卜是怎样繁殖生长的”问题。在生活

区榨胡萝卜汁，做胡萝卜小食品等，是因为他们了解到胡萝

卜的营养元素，对眼睛很有帮助。每天还会去菜地给胡萝卜

除虫、浇水、施肥，有的孩子会在美工区用画画、捏陶泥等

多种方式记录自己与胡萝卜每天发生的故事。因为大班幼儿

手的动作更灵活协调，也能够对比出事物的前后变化，也有

更多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的创造热情与创造力会比中小班

更强，探究问题更深入广泛，教师在“教”的时候，更多地

是扮演一个环境的创造者与幼儿的观察者。

但创造性活生成活动对中班幼儿来说又有不同的体现。《指

南》中指出中班幼儿敢于尝试有一定难度的活动和任务，所以

教师可以更注重帮助他们总结探究的方法，比如说提出猜想，

观察比较，调查收集信息，用简单符号记录，鼓励幼儿自主决

定，独立做事情。在中班开展《有趣的图形》生成活动时，有

幼儿发现了对称的图形非常特殊，那么什么图形会是对称图形

呢？怎么找到他们？所以在活动开展的时候，我们开展谈话活

动和讲述活动，了解幼儿的思考过程，由于中班已经能够边线

基本对齐地折纸和剪出直线。因此我们还提供了很多图形给他

们折和剪，最后让他们记录并总结，引导他们向能成功解决问

题的方向靠拢。所以，中班教师更多的是扮演引导者与经验的

总结者来增强幼儿的创造能力。

小班幼儿在开展创造性活动的时候经验最是不足，但这

并不意味着小班的生成性活动就难以开展。正因为他们缺乏

经验，所以对更多事物都保持着好奇心。小班幼儿在《指南》

上目标表现为：能根据自己兴趣选择活动，为自己的活动成

果感到高兴，喜欢承担一些小任务。所以教师对小班幼儿要

保护其好奇心，鼓励运用多种感官直接的观察感受。在小班

时开展《花花世界》生成性活动时，我们带领孩子去公园里

走一走，发现春天的花，引导他们观察，并能说一说自己找

到的花朵是什么颜色，什么气味，有几片花瓣，是大的还是

小的，摸起来是什么感觉。回到幼儿园中，幼儿又一起用公

园里收集到的花草一起装扮教室。小班在开展生成活动时，

教师要多运用鼓励的方法，营造民主的环境氛围，让幼儿体

验创造与表达感受的乐趣。

幼儿在生成性课程中具有很强的主导作用，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能够达到的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教师在指导生成性课程

时，要明确孩子的发展情况，了解自己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才是真正能开发孩子创造力的。

三、做真实的教育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先生

告诉我们“真”是最最重要的，幼儿具有差异性，可能有少数

幼儿并不能达到生成性课程的目标，但教师也不能为了使展示

出来的内容好看等各种原因，就包办代替。《指南》指出不宜

过度保护和包办代替，以免剥夺幼儿的自主学习机会，养成过

于依赖的不良习惯，影响其主动性，独立性的发展。在幼儿不

能达到目标时，教师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评价和攀比对比不同

的幼儿，如果在生成活动中，每个幼儿都表现得“很完美”，

那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生成活动。只要能够帮助每一个幼

儿按照自己的速度在原有的水平上得到了发展，儿童在生成性

活动中真正地思考，真正地用自己的手涂涂画画表达自己的想

法，真正地用眼睛看过，用嘴巴说过，用心感受过，真正地体

会到了创造的乐趣，有更多的创造欲望，那么这次活动就是成

功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陶行知创造思想与《指南》中很多内容不谋而

合，陶行知创造思想的提出具有先进性，对现代教育依然有参

考性和指导性。而《指南》更是进一步深入细化了创造性思想

与具体操作建议，显示了现代教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教师在

幼儿园生成性课程的研究上，要更加灵活运用相关理论，使幼

儿教育更具科学性和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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