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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幼儿创客教育的几点思考 
陈聪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蔡尖幼儿园  江苏盐城  224000） 

摘要：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前期准备阶段，该阶段的教育和培养对于幼儿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近几年受

到了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后，幼儿教育更是迅猛发展，但其本身的一些不足之处也随之暴露出来。创客教育是一种基于学生

兴趣开展的，以项目学习为方式，鼓励分享与创造，培养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素质教育，这个教育概念与我国幼儿学前教育

的出发点和目的不谋而合。对此，本研究对创客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应用展开深入研究，试图为幼儿教育教学带来更多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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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s the preliminary preparation stage of basic education, the stag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children's future 

developmen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by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rapid 

development, but its own some shortcomings are also exposed. Maker education is a kind of quality education based on students' interest, with project 

learning as the main way to encourage creation and share, and develop innovative ability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This education concept coincides 

with the starting point and purpos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in our country. In this regard,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kers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an attempt to bring more enlightenment and thinking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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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即指那些拥有以下特质的人，包括创意、分享、合作、实

践等[1]。幼儿创客教育，即指采用创客的方法和理念对幼儿教育进

行改造，其往往是与新技术方法有机融合在一起，在幼儿一日活动

与不同板块的教学中引入“分享、实践、创新、合作”等理念，使

孩子们在操作、体验中开展基于创造的学习。到现在为止，该模式

已经被引入到幼儿园教育之中，并且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鉴于此，

本文首先概括了其基本特征，然后阐述了相关理论基础，在此基础

上，提出其在幼儿园教育中应用的策略。 

1 幼儿创客教育特点 

1.1 培养幼儿的创造力 

幼儿是一个人养成创新思维的关键阶段。创客教育具有非常的

作用，营设了一个较为自由的学习与操作环境，使幼儿在亲自思考

以及操作的过程中探索事物，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他们的求

知欲，使幼儿在探索过程中体验到成功愉悦。归根结底，它实质上

是幼儿创造的舞台[2]。 

1.2 激发活动的趣味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往往比较喜爱那些操作类的活动，

乐于亲自探索去分析与解决问题，体会把想法变成现实的成功。同

时，创客教育往往具有相对较强的实用性，往往是与现实相结合，

它彻底从长期以来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中脱离出来，加深幼儿的记

忆。 

1.3 培养幼儿的分享品质 

以开放的态度，向其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创造等。创客教育

主要是通过诸多互动形式来进行，有助于提高幼儿的协作性、参与

感[3]。在相互分享互动过程中幼儿能够真正体会到求知乐趣，有助

于培养他们的分享、合作、沟通品质。 

2 幼儿园开展创客教育的理论 

2.1 泰勒原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泰勒在研究过程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发表了

《泰勒原理》，其中着重概括了课程研发的过程，成为该领域非常

著名的理论成果，有着相对较高的权威[4]。其主要内涵是：首先，

学校需要怎样确定自己的教学目标；其次，怎样完成既定的目标？

必须具备什么经验？再次，怎样对这些经验进行组织归纳；最后，

怎样确定是否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在总结了上述四个环节的前提条

件下，通过长期的探索，他又提出课程开发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制定目标、选择、组织教育经验、评判教学成果阶段。毋庸置疑，

该理论对于幼儿家园创客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步，

按照实际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该目标必须充分兼顾到幼

儿园、孩子们以及业界专家等各方面的意见；第二，为实现既定目

标，还应当认真整理与筛选有关内容；第三，还应对采取科学合理

的方法评价教学成果。 

2.2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基础教育 

 2 

该理论成果是皮亚杰在研究过程中最早阐述的[5]，通过长期不

断的探索他指出，幼儿认知是在其认知结构的持续建构、持续转化

当中慢慢发展和实现的，他们在长期持续研究未知事物时，会无意

识地把自己新了解的经验、知识融入自身原来的知识结构中，从而

建构起一种新的架构。他认为无论是在哪一个教学过程中，均必须

以学生作为主体，不应一味跟随教师的思路。他还明确指出学习主

要由以下四要素组成：环境、合作、对话和意义建构。按照这一理

论，家园创客教育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学习的建构性，着力提升孩

子们的创造精神与能力。老师在设计学习主题过程中，需要认真观

察孩子们所处的环境以及经历，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实施

对他们进行指导，引导他们自主建构起知识结构。 

2.3 多元智能理论 

1980s 加德纳在研究过程中阐述了这一理论，他明确指出，教

学中必须树立起良好的教育观：“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在此基础

上，采用多种教学模式与手段。从而推动学生实现全面发展[6]。这

一理论与实际需求是相符的，在幼儿家园创客教育中，需要尽可能

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具体情况，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不同的活动灵

活采用诸多方式，充分确保各个孩子均能够通过参与活动获得发

展。 

3 对幼儿园实施创客教育的几点思考 

3.1 境创设“玩”的环境，构建奇思妙想的创意氛围 

创客教育环境并非单纯指代相关活动所需要的场所，也包括相

关师资队伍、资金和资源、以及整个过程中用到的设施与材料等。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上述各种类型的环境材料并非短时间就能

够准备妥当的，特别是教师队伍，学校领导层人员必须注重教师队

伍建设，确保专项资金得到充分利用，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素

养与创新能力，从师资队伍的层面为学校顺利开展创客教育奠定基

础。在幼师队伍建设中，离不开专家培训的支持。专家培训可以将

最新的教学成果提供给教师，有助于进一步拓宽他们的视野，为更

好地应用创客教育做好铺垫。不仅如此，教师相互间关必须加强沟

通互动，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学校具有成熟的条件，还可尝试

着在创客教育过程中开展专题教研活动，为教师之间的沟通提供机

会，使他们分享各自的好经验做法[7]。 

3.2 创新“玩” 的内容，构建科学合理的教育课程 

幼儿园教育体系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走近自然、认识自我、

观察社会、体验生活、感受文化，学校在各学期均为孩子们设置了

许多课题（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主要目的是为了循序渐进地提

升他们的学习能力，使他们积累更多的经验，充分调动他们的兴趣，

为他们今后的健康发展做好铺垫。所以，创客教育必须与幼儿园教

育体系相一致，为学校更好地开展教育工作助力。通过深入研究创

客教育实施情况能够得知，设置科学小实验、电子积木等相关课程

是较为适宜的，可以使孩子们真正从做中学中体验到成功的快乐，

还会明显提升他们的创新思维与能力。以“车”为例，学校可尝试

着从创想、拼装电子积木等方面入手组织活动，鼓励与指导他们准

备好所需要的相关材料、把创意转变成现实，充分确保活动成效，

有效提升他们的操作能力与创新意识。 

3.3 搭建“玩”的舞台，构建家园一体促进幼儿发展格局 

幼儿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得到家园双方的强力支持，幼儿园必须

积极主动地与家庭、社会沟通交流，以赢得外界的支持，各方面相

互协作，一起为孩子们的成长营设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开展创客教

育过程中，由于孩子们的年龄相对较小，因此必须得到成年人的参

与，在创意变现过程中为他们提供支持，并且还应对充分确保他们

的人身安全，该环节中，仅仅凭借教师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获得良好

的成效，家长也需要投入到活动之中。所以，幼儿园在平时的教学

过程中可尝试着设置各种主题的亲子活动，鼓励与引导家长参与到

活动中，使其成为“师资力量”，接近幼儿，认真观察他们的表现，

全面熟悉他们的成长情况，增进与子女之间的感情，进一步提升创

客教育成效。例如《会发光的蝴蝶》就属于比较典型的案例，学校

负责为孩子们提供活动场所以及相关材料，老师负责引导与教育孩

子们，并且还有了家长的参与，指导孩子们亲自动手操作完成蝴蝶

发光的创意，使他们通过参与活动收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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