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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利用情境资源培养幼儿创造力发展初探 
◆钱  艳 

（宿迁市湖滨新区皂河中心幼儿园  江苏宿迁  223821） 

 
摘要：《幼儿园指导纲要》指出：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

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的空间，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

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

情趣。而美术活动则让幼儿们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尽情发挥创造性思

维，发掘他们的创造潜能。只有那些儿童直接感受到的美术教育内容才

能被他们同化到自己审美心理结构中去，因此充分利用地方自然资源来

丰富幼儿的视知觉，激发幼儿自由想象自由创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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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每个儿童大脑都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创造力是人人
皆有的一种潜在的自然属性。西方学者托兰斯及同事对儿童创造
思维发展的年龄特征研究中发现，3 到 5 岁是有人创造了倾向发
展较快的时期，五岁以后呈下降趋势。著名儿童教育家李吉林老
师在情境教育理论中指出，每个儿童的大脑都孕育着创造力，这
个创造力如同一粒沉睡在土壤中的种子急切地盼望破土而出，而
情境就是最适合唤醒儿童创造力的有机土壤，在美术教育活动
中，一个丰富灵动的情境对儿童创造灵感的激发、创造行为的实
现、创造能力的提升有着直接性的影响。情境教育理论更关注情
境的呈现问题的开放材料的适度，内容的选择等。倡导让儿童在
生动、趣味的情境中，借助绘画、剪贴、捏塑等各种艺术手段，
进行充分的表达、表现与创造。 

一、利用自然社区资源，身临其境感受美 
1.大自然是人类知识的宝库，那就让我们携手走进大自然，

在大自然中习得知识。大自然蕴含的神奇与奥秘，带给人类无穷
的创造灵感，在绚丽多彩的大自然中，幼儿感官受到的刺激和震
撼远比现代化教育手段带来的效果更立体，更有动感，幼儿置身
其中，直接触摸、聆听、观察和感受，他们的审美创造力将在与
大自然的充分接触中得到增强，因此，引导幼儿细致观察周围的
现实生活、自然景物，丰富幼儿的感性经验，为幼儿的审美创造
储备表象。如踏青时节，教师带领幼儿来到田野，孩子们与野花
亲吻，与小草拥抱，他们躺在草地上观察蓝天的空旷、白云的多
变，真切感受到白云有时象飞马有时象羊群；金秋时节，无际的
稻田成了孩子们眼中的金色海洋，收割机成了海洋中远航的点点
帆影，形态各异的红薯、萝卜在孩子们的想象中成了高山、树林
动物怪兽，他们与蚂蚱比跳远，与蝴蝶赛舞，在大自然的环境里，
在感受美欣赏美的过程中，心灵得到净化，情感得到陶冶，个性
得到张扬，大自然以它不可多得的优势成为幼儿审美塑美的重要
资源。 

2.整合社区家庭资源 
学校教育只有和家庭、社区、社会形成合力，才能提高教育

效果，家长、社区中的人职业各不相同，整合社区家长中有益于
美术活动的人力资源、环境资源，为幼儿园美术活动的开展提供
素材。如：与乾隆行宫、财神庙、民间艺人联系，组织幼儿参观
让幼儿从小接受民间艺术的熏陶。 

二、根据材料的特性，感同身受发现美 
幼儿园的艺术活动，特别是美术教育弥漫在幼儿园的每个角

落。在走廊、在过道、在区角、在教室无不呈现美术活动的成果，
也无时不在影响幼儿的视界。幼儿的创造力主要是通过绘画音乐
舞蹈手工制作和游戏等活动表现出来，并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发
展。儿童从游戏情境的模拟，充当的游戏角色，到对游戏材料的
遐想，无不充满着想象。因此如何保护和开发幼儿的创造力，成
为我们一代幼教人不可忽视的责任。 

本质论认为：美术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个人经验的独特
贡献，儿童的美术能力并非自然成长的结果，而是通过教师设计
的有益于儿童的课程学习的结果。比如，在《蔬菜造型》活动中，
教师将平菇放在不同的位置，引导幼儿从不同角度观察，幼儿把
平菇想象成孔雀、霓虹灯、小花伞等，将自然弯曲的丝瓜想象成
天鹅，洋葱成了蜗牛的贝壳，黄瓜成了鳄鱼的身体。孩子们的想

象创造力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得到充分发展，而这些活动材料在
农村随手可得，它们具有其它材料所没有的启发性、暗示性和可
塑性，能激发幼儿的兴趣，引发幼儿的联想，为幼儿提供广阔的
想象空间和可创造性因素，对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有积极作用。 

三、创设美术活动区域，步步生花创造美 
区域活动打破了集体授课形式，让幼儿通过自身的操作与物

质环境相互作用，从而获得发展。区域活动能给幼儿提供更多的
活动机会，幼儿无需受到“自己与集体同步”的约束，他们自己
选择活动材料，自己决定活动形式，自由选择同伴交流，在轻松
愉快、积极自主的状态下尽情创作，更好地满足了不同层次幼儿
的创作欲望。为了更好地发挥美术活动区的作用，教师在创设美
术活动区时应做到以下“五性”：（1）环境创设的引发性（2）活
动形式的多样性（3）活动材料的适宜性、层次性（4）教师指导
的鼓励性、支持性（5）同伴间的分享交流性 

四、营造语言交流氛围，自主愉悦表现美 
教育训练的目的根本在于形成智慧，造就有创造性思维的开

拓者、探索者和学习者。脚手架理论告诉我们：在教育活动中，
儿童可以凭借由父母、教师、同伴以及他人提供的语言启发完成
原本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幼儿在活动材料、教师、父母和
同伴的支持下，积极参与探索、学习和创造。 

我们将情境理论注入常态的幼儿园美术教育中，将美术教育
植根于情境教育。一方面将着力优化常态，美术教育环境，提高
学前儿童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创造；一方面将不断探寻灵活生动的
教育路径来丰富美术活动形式，放大学前儿童创造力培养的目
标。从室内延伸到室外，从集体过渡到小组，从教学转化为游戏
等，有效的保护了儿童创造力的发展。在美术情境教育环境中，
儿童通过艺术与别人交流，内心会产生喜悦的情感，精神上也获
得一种满足，这种审美愉悦感，反过来成为儿童进行感知和审美
创造活动的动力，并由艺术这种符号化的人类情感形式泛化到儿
童生活的其它领域，丰富和发展其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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