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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 世纪后期，科学技术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伴随着含

有创造性的人力资源这一供需受到了更多人们的信任。越来越多

的国家和科学家们开始研究儿童的创造力和发展。本课题的研究

目标是考察幼儿创造力中的衡量标准以及如何测量这些指标、幼

儿在创造力方面显现的特征、对于幼儿创造力的发展有影响的因

素和针对创造力可以进行哪些教育上的创新。目前研究者们主要

关注儿童创造性发展的特点，从多个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包括

儿童创造性想象力、儿童绘画、音乐、故事、游戏等活动。

部分针对于创造力发展的研究完全基于儿童早期发展的需要，为

教育工作者（主要是教师）提供建议和要求。

1　幼儿创造力基础理论

创造力定义

这个词的原本定义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创造、创新、生

产和劳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花时间去尝试创新思想和现

象。从词源的角度看，创新的实际意思是“创造更新”。创

造科学的提出者奥斯本认为，创造力就是经由想象呈现新思想、

缔造新思想、发明和处理新问题的本领，是一种以前不存在

的、全新的东西或者思想。

1.1幼儿创造力主要因素

20世纪末期，研究创造力方面的众多专家根据以前的研究成

果做了归纳分析，同时根据当时的很多实践依据做了众多与创造

力相关概念的改进。相较于过去的创造力观念来说，这些新理论

的一个相同特点是以为创造力是一个多维度布局，创造力是由许

多因素构成的。

智力是创造力和创造力成长的先决基础。可以说智力对于个

人的感情、表现、情境的解释和阐述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同时

对于解答问题的方式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这种理论观点之上，

学者们把智力放在了研究创造力的首要位置上，至今，在创造力

这个课题的研究上，有关智力的研究一直都被众多学者关注着。

知识被定义为利用相关经验和知识结构系统对创造性思维提

供的信息进行加工。当代研究表明，人有学习特定领域内在本质

的本领。婴幼儿在生物学、物理因果、数量和语言等特殊领域的

学习和创造方面非常专业。通过了解这些研究方法有利于在指导

和促进儿童创造力方面更好的提升，尤其是对于幼儿早期的认知

发展有极大的好处。

1.2幼儿创造力及其特点

通过结合儿童的身体和心理特征，分析先前关于创造力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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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确定婴儿的创造力。联合创造性环境、创造性产品和创造性

的个体，并着重表明婴幼儿的创造力不是表象，而是深层次的潜

在特征。并指出在观察幼儿创造力的时候应当着重观察以下几点：

幼儿创造力的发展性。幼儿的创造创新能力同时具有发展性

和创新性两个特点，也就是说幼儿的创造力是潜在能力，孩童从

出生开始就带有这种能力，就像婴儿会游泳一样，但在后期如果

长期不练习，这种能力就会随着时间消失。创造力虽然不会消失，

但经年不练习，难以得到提高，归根结底是需要后天学习技巧和

练习的，儿童创造力的发展和进步仍然需要教育工作者的深入引

导和推动。

幼儿创造力情境特征。研究学者和成年人的创造力方面都能

用新理论、新思维、新技能、新形式来呈现和表达。在经过与幼

儿的现实生活考察后，幼儿创造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随机活动

中得到表达和紧密联系。发现可以用儿童的绘画、歌曲、舞蹈、演

讲、积木等形式来表示。婴儿表现出的创造力是不直观的，也有

可能表现的形式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婴儿的创造力在预期的

设计和专业实验中出乎意料，并且是无意识的。

2　幼儿创造力认识水平与培养方式存在的问题

2.1幼儿教师师资培养不够

幼儿教师成长的重要方式是职前教师教育培训和继续教育学

习。在我国目前的幼儿园师范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中，一些因素

加剧了上述问题。例如：幼儿园教师教育的原创性不明确内容选

择过时，教授安置不合理。关于教师培训的近况，有两种说法。首

先，教师教育并不一定是特殊的。人们可以从事教育和教学，只

要他们有特定学科的知识。另一种思维方式是教师教育有自己的

特征，教师的职能不仅胜任，而且教师的职业必须是专业人士；再

者，幼儿教师职后继续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育效果不明显为

了提高幼儿园教师的教育水平，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很重要的，

目前学前教师继续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幼儿园教育作为基础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注意力，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甚至在政

府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幼儿教育是“后勤性”的各个层面，“福利

性、单独项目。在中国目前的教育立法中，义务教育，高等教育

和职业符合国家法律。

2.2幼儿教师群体特殊性

“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中国98％以上的学前教师都是女

性，”部分男教师开始进入幼儿园，但他们还不能完全被认可，特

别是近几年来频发幼儿在幼儿园受到教师虐待欺辱等事件，家长

对男教师，内心还是不会100%接受。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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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都是女性。与男性教师相比，女性具有自身的心理独特

性。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自尊心较低，自我意识不

高，甚至出现悲观，自我期望水平较低，自我动机的内部动机

较低，慌乱情况下做事情会没有主见。选择目标时，她们往往

更倾向于选择更容易的目标。此外，消极的自我认知直白影响

着女性的自我反思意识，蒙蔽看清事情本质的双眼。而幼儿园

管理的严谨程度也会对于儿童创造力发展起到限制作用。

3　幼儿创造力培养方式提高策略

3.1正确树立幼儿创造力发展观

确立儿童创造力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意味着建立一个基于儿

童创造性可能性的诱导和发展的教育理念;一个以儿童为主导地位

的儿童学习和教学观点对于增强老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起到了非

常好的促进作用。儿童的情绪和态度是基于儿童个体创造力的内

在理念。为了培养孩子的创造活动，教师们愿意激发孩子的内

在动机，创造一种好奇，积极，有爱心，富有想象力的丰富

内化，以提高孩子的素质和创造。

3.2 增加师资力量建设，激发教师主体性

教师的主体作用需要熟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主体性。教师的

职业是非常专业的职业。教师专业化意味着教师是教育和教育永

久的主题。但是，教师的主体性不可以反映在传统的教育中。

因此，在幼儿园教育和教学中，好的教师和专业知识丰富的主

观的人，才能够认识到教师的主体地位，激发教师的独立性，

才能与儿童本身展开活动，用来促进儿童的创造力发展和达到具

体目标，并以此解决问题。

3.3师生交往共同促进幼儿创造力培养

当前的大部分幼儿园里，老师和孩子一起活动次数较少，

而产生这种现象的缘由是老师刻意或无意识观察幼儿活动，往往

一个班里很多孩子，因此老师很难去逐一跟进，因此性格比较

开朗的孩子容易收到老师的关注，而内向的孩子则往往容易被老

师忽略。因此，应该大力鼓励老师与孩子之间应该有更多的互

动与交流。在孩子的创造力发展的整个过程，老师与幼儿在地

位上是同等的，不能因为教师是成年个体，就有高人一等的说

法，在创造力的形成面前，都是平等的，幼儿更需要得到这一

基础上的情感的支持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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