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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依托园所生活，开展幼儿创造性运动 
◆张维娟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第二幼儿园  201319） 

 
研究背景：《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阶段

是儿童身体发育和机能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也是形成安全感和
乐观态度的重要阶段。”《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指南》在“操作要
点”中提出:“培养幼儿对运动的兴趣，是幼儿园开展运动课程
的重要目标；要因地制宜地创设各种有趣的运动环境，开展形式
多样，富有野趣的活动，吸引幼儿主动参与，让幼儿体验运动的
快乐；综合地开展各类体育活动，使幼儿肢体的均衡发展和基本
运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幼儿期也是心理发展的旺盛期和思维
发展的关键期，幼儿在与丰富的活动材料，充足的空间、时间相
互作用的过程中，能有效促进其动作、思维、意志等方面发展。
基于此，如何激发幼儿在运动活动中的创造性值得广大幼教工作
者在实践中深入研究。 

“创造性运动”，顾名思义就是运用某种或者几种运动材料
创造出多种玩法，以此提高幼儿的运动兴趣，并使其某种运动能
力得到一定的提高，让幼儿在玩乐的过程中体验运动的快乐。其
优势在于既能锻炼幼儿的体能，也能使幼儿的创造性得到培养。 

然而“创造性运动”若要达到理想的效果，不是教师简单地
提供幼儿某种运动材料就可一蹴而就的。幼儿的创造性是与其日
常生活和环境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实践研究中发现，依托幼儿园
所生活成为激发幼儿创造性运动的关键。作为一线教师，若擅于
捕捉幼儿生活中可尝试创造性运动的契机，寻找生活中可用于创
造性运动的材料或器械，给予家长在生活中和孩子共同开展创造
性运动的有效的指导和建议，那么幼儿在生活中也能多尝试、多
体验，创造性运动将触手可及，其效果也会得以充分体现。 

一、研究成果 
（一）选择生活中适宜幼儿创造性运动的材料 
皮亚杰认为，知识的获得是儿童主动探索和操纵环境的结

果，学习是儿童进行发明与发现的过程，要设置充满智慧刺激的
环境，让儿童自行探索。这意味着我们在教育中要注意发挥儿童
的主体性，不要把知识强行灌输给儿童，相反，要设法向儿童呈
现一些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具有挑战性的材料，并允许儿童依
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幼儿运动更是如此。 

就材料而言，选择怎样的材料才是适合创造性运动的呢？通
常创造性运动的材料是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材料，大小轻重适
中，具有多变性与组合性。如、靠垫、绳子、报纸等等。幼儿在
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过这些材料，已初步掌握这些材料的基本玩
法。在这样的前提下，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启发下会思考出材料的
其他新玩法。这些生活中的运动材料以其实用、有趣、灵活、低
结构等多种优点，为幼儿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条件。若是陌生的
材料，则需较长时间的探索过程，创造性玩法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当然，教师可在活动前预设几种玩法，同时需要了解幼儿的基本
经验，知晓孩子可能会想到的几种创造性玩法，做到心中有底。
幼儿才能在原有材料及教师提供的辅助材料的基础上真正体验
到创造性运动的“乐”和“趣”，体现创造性运动的价值。 

有时，幼儿的创造性运动具有随时性，随意性。它不需要老
师做精心的准备，完全凭幼儿的愿望与兴趣。因此，教师可以为
幼儿准备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幼儿喜欢的物品放置于体育游戏区
内，供幼儿在自发游戏的时候选择使用。例如，我们在体育游戏
区内放置了一些废弃的塑料袋、绳子、报纸、各种盒子等，孩子
有空的时候就会拿起这些材料进行运动。有的孩子将报纸揉成一
个团，用来“踢足球”，有的孩子将报纸撕成小片，玩吹报纸向
目标行进的游戏，还有的孩子会将报纸当成石头，玩“踩石头过
小河”的游戏，还有的把纸球与鞋盒结合起来，玩起了“穿溜冰
鞋打雪仗”的游戏。 

（二）培养生活中敢于创造性运动的孩子 
仅仅选择了合适的运动材料是不够的，毕竟幼儿才是活动的

主体，创造性运动是需要幼儿自己尝试体验的。因此我们要做的
就是激发幼儿爱玩的天性，让更多的幼儿敢玩、乐意玩，更投入
地玩。以下是教师设计的两则创造性运动的案例。 

（三）塑造生活中懂得创造性运动的玩伴 
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运动，需要对孩子的玩伴（教师或

者家长）究竟有怎样的要求呢？ 
1.理解并支持幼儿的创造性运动 
《纲要》指出:“以关怀、接纳、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

耐心倾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与感受，支持、鼓励幼儿大胆探
索与表达。”体育游戏中，幼儿兴趣浓、注意力集中、情绪兴奋、
思维活跃，特别是一些调皮的幼儿常会脱离老师的游戏要求，自
己创造出玩法。而教师为了顺利地完成活动，取得预定的效果，
往往会对幼儿的“别出心裁”或“新奇”的想法加以制止，并极
力将他们的注意力拉回到原有游戏中来，这就使幼儿缺少一点自
由和愉快的感觉，在体育活动中逐渐失去自我，他们在活动中的
主动性、积极性也会逐渐受拒，当然谈不上培养创造性。 

例如，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幼儿玩出了多种方法，教师要及
时通过讨论交流，幼儿相互学习相互模仿，学到了更多的玩法。
然后再次探索，在第二次的探索活动中，教师更要巧用智慧，灵
活机动，注重鼓励幼儿与他人合作，或利用现有的材料和已经玩
过的材料合作探索出更多的玩法。随后再次交流学习，及时小结
提升幼儿的经验，培养幼儿大胆表现自己的能力，发展幼儿的语
言组织能力，激发幼儿再次活动的欲望，使幼儿在每次运动的过
程中都能学习到新的东西。 

为此，教师要努力营造一个宽松的精神环境，多给幼儿自主、
自由的好机会和民主宽松的教育氛围，尊重幼儿在游戏中的各种
想像与表现，减少不良的心理压力和消极的环境气氛，让幼儿所
有的别出心裁都有可能成为产生创造力的积极因素。 

2.尊重并正视幼儿创造性运动的水平差异 
作为孩子的玩伴，我们要了解玩是幼儿的天性，但让一个孩

子独自反反复复地操作或摆弄一件玩具，相信过不了多久，幼儿
会感到乏味而失去继续玩的兴趣。因此，在运动开始之前，作为
“玩伴”的我们可以根据相应的运动材料预想可以进行的活动。
如同我们的教学活动一样，预想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的多，在
实践中自己才会得心应手、有效调控。 

当我们把材料提供给幼儿后，“玩伴”更要以观察者和参与
者的身份积极地参与到幼儿的活动中，这样，幼儿的兴趣才能被
激发出来。在创造性运动的活动中，除了成人的设想、组织，我
们一定要做有心人，随时观察幼儿，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坚持以
鼓励、表扬为主进行正面评价，激励幼儿更进一步的探索活动。
幼儿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因而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也会
不尽相同。当我们对幼儿游戏中的创造性行为有所评价时，不能
简单评判幼儿的游戏进行得“好”与“不好”，要依据幼儿个体
的 近发展区予以客观评价。对幼儿来说，只要他们能够专心致
志地沉浸在创造性运动的过程中，就应当尊重，只要是在自身原
有基础上的创造，就应当肯定。 

总之，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教师，一定要懂得创造性运动的
真谛，理解幼儿创造新运动的特点，参与幼儿创造性运动的过程，
激发幼儿创造性运动的欲望，肯定幼儿创造性运动的水平。另外，
我们还应善于发现幼儿的兴趣，尊重幼儿的兴趣，让幼儿在生活
中体验创造性运动，为培养幼儿的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奠定坚实
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