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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思“创造教育就是以儿童自身为基础，

运用到环境的影响，从而培养和发挥幼儿的创造力。”再结合
相关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对于一岁到四岁阶段的幼儿，他们在
个人创造性的影响下，能够获得将近50% 的智力，这也对应了
陶行知先生的“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观点。”由此可见对于幼儿
阶段的教育[1]，就应该是以创造教育为背景的展开有针对性的教
学，从而使得幼儿的心理发展和个人能力的提升与自己的认知和
发展相匹配，最终能够帮助他们在未来更好的发展。

1　陶行知创造教育的主要思想
1.1幼年是创造素质培养的关键
教育不能够创造什么，但是它能够帮助幼儿去启发他们的创

造力，从而去将这种创造能力运用于日后的工作之中，这也是
陶行知先生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思考，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对于幼儿
智力的发掘以及其对于天赋的发挥直接关系到幼儿未来的发展，
因此对于幼年这个关键时期，一定要抓好和抓牢这一发展的黄金
阶段，尽最大可能去帮助挖掘幼儿的内在潜力，结合实际教育
过程中的例子可以得到在早期的幼儿教育中，即使对于一些个人
资质较为普通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得到合适和正确的挖掘和引
导，之后也能够具备成为有能力的人的潜质。甚至一部分人经
过正确的引导和挖掘还能够成为最为成功的那一批，所以结合陶
先生所提出来的理论“小学教育作为建国之根本，幼稚园教育
需要从小普及”这句话，更为我们说明了对于这一阶段一定要
做好对于幼儿的潜力和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于他们创造性思维
的培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一阶段可能具体的知识水平不能
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但是能够保证的是为他们创造一种更为远
大和科学的思维，进而推动他们在未来的人生发展中去提升自
我。而这种思维主要体现的是幼儿对于自己表达能力和认知能
力，以及对于求知方式上面的改变。

1.2培育幼儿创造素质的要求
当下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幼儿在最初始阶段是不具备创造

力，他们对于创造力的产生是依托相关知识的学习去挖掘和发展
出来的，同时结合大脑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知识的不断提升其
在年龄上面的影响不为突出[2]，但是对于智力和创作力两者却会
受到年龄的影响导致一定的障碍，所以，对于整个教育的前期，如
果只是强调幼儿在知识方面的学习，而在发展的后期过分强调对
于智力和创造力的不断提升，势必会阻止幼儿的潜力的发挥以及
其创造力的培养，严重的还可能影响其健康的发展，所以在某种
层面上来说创造的价值并不是仅限于某种重大的科学发明中，对
于其使用新的方式新的角度，将原有事物进行推陈出新都属于创
造的范围。

所以结合幼儿生理以及其所处阶段的心理角度来说，幼儿在
两岁左右的时期，其大脑的发育已经激活成人的百分之六七十，
所以应该注重对于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培育，所以在发展时不仅坚
固对于能力和知识方面的培养，同时还要加强对于思维方面的引
导，这样才能够从多点为幼儿的创造性素质的培养创造更的空间。

1.3家庭氛围对于幼儿发展的影响
良好的家庭氛围也是关乎幼儿的健康成长，所以对于整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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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氛围中的各个环节和因素，也会直接关系到幼儿的个性发展和
成长发育，例如父母之间的关系，气质，兴趣爱好等差异，势必
会影响幼儿在智力方面兴趣和性格方面的培养。通常来说，对于
人的个性的养成主要是体现在这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探索与
个人心理活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而幼儿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
其自身在心理发育上正处于初步阶段，所以在其个性产生上，主
要是以外界的影响，尤其是以父母的影响为主，所以根据这一规
律，结合相关的研究不难看出，对于幼儿阶段幼儿心理活动来说，
具备非常强的可塑性，而且其对于外部事物的变化是以刺激产生，
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也是通过模仿大人的行为和动作，所以对于父
母的具体情况和个人行为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也直接关系到儿童
的个性发展和性格塑造，例如，因为父母在性格上阳光开朗，所
以会形成较为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这对于处于这一氛围中的孩
子来说，也有良好的成长环境，因而会刺激他们在个人创造力和
性格发育上面的优势，所以最终这一家庭中的孩子在个人性格发
育上也比较活泼开朗，因此对于良好的家庭氛围，也是有利于儿
童发展的重要因素。

2　陶行知创造教育背景下的幼儿园教育的措施
2.1营造恰当合适的的氛围
首先在幼儿教育活动的安排中，要进行合理的恰当的氛围营

造来激发幼儿的创造力，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幼儿园老师可以
采用秦健模拟的形式，通过多角度，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来将所
要表达的教育内容融入到一定的氛围之中去，结合幼儿所处的阶
段特点来教学。例如对于小班的学生，他们在个人的心里发育
尚正处于对于万事万物好奇的阶段，所以老师就可以借助符合他
们阶段特色的主题活动来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例如，对
于大自然老师可以专门的组织一些相关的课外活动，让幼儿去亲
近自然，感受自然，从而帮助他们从自然中去学习和摸索一些
道理，进而通过他们的角色来感知世界，这也为幼儿的创造性
思维培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高效提问启发创造思维
针对这一点，主要是要要求幼儿园的老师在日常的问题设置

时注意避开那些生硬和无趣的提问方式，多采用启发式和引导式
的提问形式来激起幼儿的兴趣，同时能够通过引导他们的思维方
式来建立起一个属于他们阶段的知识体系，从而借助知识体系来
融合相应的创造思维，最终帮助幼儿在自己的努力以及老师的引
导下去提升自我的创造力发展。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幼儿创造素质的提升，要抓住幼儿阶段的

特点，结合幼儿阶段的黄金教育时间，来激发起幼儿的个人潜力
和可能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无限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冯顺丽.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背景下的幼儿园游戏新探

[J].幸福家庭,2020(10):60.
[2]倪玲.陶行知创造教育背景下的幼儿园教育研究[J].试题

与研究,2020(29):128-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