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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活动中培养幼儿创造性思维 
张丽娟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新城幼儿园  010200） 

摘要：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要让幼儿通过使用语言来学习语言。为此，教师应积极提供能激发和支持幼儿有意义的语言使用
的生活情景，在幼儿园的活动中，教师应积极为幼儿创造一个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对语言能力稍滞的孩子，淡
化群体间的横向比较，让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而减轻语言发展的压力，从而让所有的孩子在真正宽松的语言氛围中想说、敢说、
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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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是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是人与人

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也是适应人类社会的主要工具。

学前期是儿童创造力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儿童学习语言的

最佳时期。据此，人们将培养幼儿的自主性、创造性作为当今幼教

改革的重要目标，作为一线的幼儿教师，我认为在语言活动中培养

幼儿创造性思维具有重要性和可行性。 

一、理论和实践依据 
1.三至六岁的幼儿精神世界充满着好奇和幻想，他们的思维往

往不受习惯的约束，能根据问题的要求使用一种新的方法去寻求答

案。另外，据心理学研究测试，四至四岁半是发散能力的一个飞跃

变化时期，这个时期对发展幼儿能力和创造力是十分重要的。因此

我们要抓紧对幼儿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不要让他们错过了这个

重要时期。 

2.语言与思维有着密切关系，同为智力与创造力的重要因素，

人们为什么能通过交谈、通信等语言活动来交流思想呢？就是语言

和思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语言不是空洞的声音或字形集

合，而是有确定意义的心理现象。语言的意义是思维的内容或结果，

思维的水平，往往影响着语言的水平。语言又是思维的工具，幼儿

思维能力的发展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思维的发展，能

促进语言构思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而教师在向幼儿进行语

言教学时，指导幼儿从各个角度去认识事物、描述事物，鼓励他们

去构想不同的答案，语言内容也就新颖、表达生动，促使幼儿的思

维活动呈现多向性、独特性，提高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正如叶

圣陶所说：“语言是思维的定型，思维是语言的基础”。 

3.幼儿语言教育现状与培养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关系在幼儿园语

言教学的传统教学中，有不少好的经验，其中也不乏创造性教育，

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实际上注入式多，定向思维多。在故事教

学中，常见的是教师讲，幼儿听，然后提几个问题，在老师指点的

范围内学习词句、记忆情节。有些本来是属于创造性讲述范畴的课

型，如续编故事、生活经验讲述等，也被束缚在教师所规定的范围

里，因而限制了幼儿的思维。产生这些现象，往往是由于教师忽略

了幼儿的主体地位，忽略了幼儿积极性、创造性的特点。在语言教

学中，教师应该把幼儿思维活动的定向性，转变为多向性，为培养

幼儿的创造性思维，提供广阔的思维空间。 

二、实施过程营造幼儿语言活动中的宽松氛围，鼓励幼儿
在幼儿园的语言活动中想说、敢说、会说 

有了宽松、愉快的气氛，孩子才想说、敢说，并且感受说的快

乐。当然，宽松并不就是让幼儿随意自由发言，而是让孩子感到没

有压力、不强调对错与好坏，教师要坚持“理解接纳，支持鼓励”。 

1.让孩子想说。依据班级幼儿好表扬，喜欢小礼物的特点，用

鼓励的方式、互相激励的办法让幼儿产生说的欲望。如，对于能积

极发言的幼儿及时地以贴红点、拥抱、鼓掌等方式给予肯定，同时

以点带面刺激其他幼儿也积极上台发言；针对个别性格内向的孩

子，不急于要求他能同其他孩子一样一开始就能站出来说，而是进

行个别交谈，一步一步地去引导，从能站出来——能和老师或其他

小朋友一起说——独立说——大声地说，最后大方地与人交谈。 

2.让孩子敢说。其实有些孩子他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因此

我们通过为幼儿提供多种表现自我的机会，来逐步消除幼儿独立表

现的恐惧，增强幼儿大胆表现的欲望。如，开展“开心小主持”、

“餐前播报”、“故事大王”、“自由交谈”等活动，让幼儿学会

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通过自己的表现及说来传达给周围的人，与他

人一起分享，体验分享的快乐，同时也培养幼儿倾听的习惯，提高

了幼儿表达能力，树立了幼儿的自信心。 

3.让孩子会说。在孩子想说、敢说的基础上我们就要引导孩子

说好话，也就是把要说的话讲清楚、讲的生动。教师在进行语言教

育活动中，要多鼓励、少批评；多支持、少反对；多欣赏、少讽刺。

其实由于每个孩子的接受能力不同，学习优势也各不相同，所以我

们要承认差异，并重视差异，不要总是一概以“说得完整”、“用

词丰富”这些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孩子，而可以用不同层次的评价来

对待语言水平不一的孩子。例对稍滞的孩子，可用“你能勇敢地说

了，真好！”来鼓励、强调个体间的纵向比较，而淡化群体间的横

向比较，让那些滞后的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让所有的孩子在

真正宽松的语言氛围中想说、敢说、会说。 

4.引导幼儿创造性思维，掌握提问技巧，开阔幼儿思路。在集

体语言活动中，常通过提问来帮助幼儿理解文学作品，通过提问来

完成我们的教育目标。因此如何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就显得非常

重要。我始终坚持问题要提得“活”，要尽量开阔幼儿思路，具体

体现在：①变单一性的问题为多样性的问题；②变回忆式的问题为

启发式的问题；③变封闭式提问为开放式提问；④多让幼儿仿编或

创编，发展幼儿的发散性思维等。 

纲要中说：我们要成为孩子学习的合作者、支持者和引导者。

因此，我们可以适当卸下“老师”的角色，多倾听和理解，走进孩

子的精神世界。而用我们的激励、鼓舞和唤醒，使幼儿在互动中感

受、体验，形成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 

总之，在幼儿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更新教育

观念。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使用有效的方法激活幼儿学习语言的

内在动力，及时鼓励，积极引导，将其培养成能适应新世纪的有用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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