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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培养幼儿创造力的策略
王丽红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第一幼儿园　030600

摘　要：创造力是指新思想，是发现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是由优良品质、智力、知识以及能力等多因素所构成。创造力是

区分人才的主要标志，因此人才的培养势必要加强创造力的发展，提高个人能力水平。幼儿时期是创造力启蒙的重要阶段，

学前教育对幼儿创造力的培养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有力保障，这就需要教师重视幼儿创造力培养，创新教学模式，将创造

力渗透于教学内容和活动中，让幼儿在后天学习中开发、获得以及应用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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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在人才培养中尤为关键，我国要求教育部门致力

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综合人才，而人才的培养要从幼儿开

始入手，但教育研究机构在培养幼儿创造力方面能力有限，

教学形式缺乏灵活多变性，进而难以实现幼儿创造力的培养。

通过对幼儿的发展特点以及创造力培养现状进行分析，提出

借助艺术、游戏、语言、活动的培养策略，以提高学前教育

中幼儿创造力。

一、幼儿创造力培养目前出现的问题

（一）幼儿创造力评价机制不合理

在评价活动中，教师通常重视静态化评价，忽略对幼儿

动态化的评价，导致评价单一、呆板，使评价主体结果化，

难以反映出幼儿创造能力，还会打击其创造的信心，不利于

学前幼儿创造力的培养。比如在绘画活动中，教师只是针对

幼儿的绘画成果给予评价，却忽略从幼儿的角度出发考量其

情绪情感、思维品质、创新精神。

（二）未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在培养学前幼儿创造力过程中，教师主要采用传统的讲

授方法来实施教学，认为深入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收效甚微。

可见教师对幼儿创造力培养的重视程度较低，认识比较浅显。

另外，学前幼儿自主性较差，考虑其安全性，教师与家长容

易控制其学习和活动，干涉幼儿的自由，约束其行为和思想，

这不利于幼儿大脑的发育，从而影响创造力的培养效果。

二、培养幼儿创造力的必要性

在现代社会教育中，不但要培养和锻炼幼儿的应试教育

能力，还要挖掘幼儿的各种潜能，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其创新

思维，从而实现创造力提高的目标。幼儿与成人的思维是不

同的，大多数幼儿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且创造思维活跃，

特别是在学前阶段的幼儿，其个体创新思维尤为突出，故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目的性、针对性地培养学前幼儿的创造

力，满足目前教育改革和社会人才的需求。每个学前幼儿的

创造力都是无穷的，只有经过教育和培养后，才会充分激发

和发挥创新思维来凸显自身的创造力。创造力的培养既能让

学前幼儿学会通过各种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又能

用自己的思维与世界互动，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

能力。因此，教师应优化教学方法，积极培养学前幼儿的创

造力。

三、培养幼儿创造力的有效策略

（一）借助游戏，培养创造力

幼儿的特性就是好奇、爱玩，因此游戏对于幼儿而言不

仅是娱乐，也是学习的过程，在游戏中幼儿会获得创造的灵

感，进而达到开发创造力的目的。在幼儿园的游戏中，教师

需要指导幼儿有意识、有目的地模仿现实生活状态的一种社

会性活动。在游戏中，幼儿没有任何的压力与负担，完全是

靠自己的想象和认知去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幼儿在游戏时

兴趣高涨，会产生好奇心，并开始专心探索和思考。同时，

幼儿的创造力培养并不是靠幼儿自己发现和探求，还需要教

师和家长的启发与引导。只有教师能够有意识地将游戏转变

为开发创造性的催化剂，才能够采用更多的方法开拓和挖掘

幼儿，从而有效培养幼儿的创造力。

例如，开展角色扮演游戏，教师可以提前设定角色，并

角色扮演游戏主题，如“爱丽丝漫游仙境”，让幼儿自己开脑

洞，参考故事书的剧情，并对身边的人或事进行模仿塑造角

色，在模仿过程中又进一步创造角色；教师可让幼儿根据角

色编辑剧情，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表演，鼓励幼儿发挥想象

进行表演。在这过程中，幼儿通过表演的形式呈现出丰富多

彩、各具特色的《爱丽丝漫游仙境》。可见，通过借助游戏，

可开发幼儿的创造力，在游戏中不断获得创造的灵感。

除此之外，借助游戏让幼儿学会动手，在动手实践过程

中也能激发幼儿创造的兴趣，获得创造的满足感和喜悦感，

这有助于幼儿创造习惯，增强创新意识。如手工游戏“小彩

灯”，教师应起到主导作用，鼓励幼儿自己动手，按照自己的

意愿进行手工。教师说：“小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做个小彩灯

吧，看看谁做得彩灯最独特。”这时教师需要创造丰富的物

质环境，而不是局限幼儿的思维，认定手工材料只能用纸张，

要让幼儿思考要用什么材料制作彩灯，引导幼儿从生活中寻

找废弃物，并高效利用，如泡沫块、挂历纸、可乐瓶、牛奶

瓶以及空纸盒。幼儿在废物利用过程中，一边动手操作，一

边开动小脑筋，有利于幼儿在游戏中不断加深创造力的培养。

（二）借助艺术，培养创造力

艺术活动是学前教育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举办艺术活

动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营造良好的创造氛围，使幼儿积

极参与活动中动脑、动手，让幼儿的思维和眼界得到开拓。

绘画、音乐、舞蹈能激发幼儿的创作欲望，启发大脑思维，

让幼儿的创造力得到一定的锻炼，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设计

一些艺术活动，如实物描画、歌声模拟等活动，让幼儿动脑

思考，引导幼儿自主创作。

例如，在绘画活动中，教师可以为幼儿提供创造想象的

空间，让幼儿通过绘画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可爱的鸭

子”为绘画主题，教师可带领幼儿到饲养场观察鸭子。让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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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根据自己的想象画出自己认为最可爱的鸭子，有的幼儿画

的鸭子各有不同，甚至会给它做造型、设计服装等等，可想

而知，通过绘画能够激发幼儿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有利于

促进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因此，在绘画过程中，教师可以让

幼儿自由发挥，使其感受到创造的乐趣和快乐。教师在活动

后要给予幼儿一定的评价，对其作品的进步都要给予夸赞和

鼓励，尤其是在作品的创新方面，引导幼儿积极表述自己作

品创作的思路和意义，让其逐渐注重创新。

另外，音乐不仅对幼儿审美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还能

开发与培养其创造力。在音乐教育中，首先，教师应选择符

合幼儿年龄特征的曲目，同时要侧重于鲜明的节奏感与形象

感，以此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其次，教师应减少乐器演奏、

音乐欣赏等活动，避免幼儿依赖模仿的范例，可以将表演融

入音乐教育中，以提供更多的创造元素宽广的创造空间，让

幼儿根据音乐创造动作、剧情，使其具有更多的创造机会和

表现机会。最后，教师要营造轻松愉快的教育氛围，让幼儿

大胆尝试创新，并积极投入学习中，进而提高培养效果。例

如，在《两只老虎》教学中，教师引导幼儿根据歌曲节奏和

歌词创作歌曲表演，没有其他的要求和限制，让其自由发挥，

两人一组进行表演。有的幼儿表演两只虎兄妹在嬉闹，有的

幼儿表演一对夫妻老虎在跳舞。当幼儿在表演时，教师应播

放相应的歌曲，让幼儿克服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表现的紧张和

恐惧，积极投入创造中。

（三）借助语言，培养创造力

由于幼儿的认知和知识储备不足，语言发展有限，而语

言是各个领域的重要部分，也会对幼儿的思维和创造能力产

生密切的影响。因此，教师需要借助语言，抓住幼儿更多的

好奇心，以激发幼儿的探知欲望，让幼儿语言活动中学会创

造。既能锻炼幼儿的思维能力，又能发展幼儿的创新能力。

在语言活动中，教师可抓住幼儿的好奇心，在对话中提出对

未知事物开放性的质疑，以此引导幼儿思考。值得注意的是，

教师的提问方式，不能用大人的思维提出具有局限性的问题，

不宜采用双面性问题，如是不是、红色还是蓝色等。教师需

要想各种不同的办法，从幼儿的角度提出问题，确保问题具

有延展性，能够从不同方向进行思索，最终达到培养幼儿创

造力思维的目的。

例如，在《蚂蚁飞上天》教学活动中，讲到蚂蚁想要像

蜻蜓一样飞时，教师可用想象的角度向幼儿提问：“如果你是

一只蚂蚁，你会用什么方法飞上天呢？”教师在问题中给幼

儿很大的思维锻炼空间。此外，教师还要鼓励幼儿大胆发言，

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可急于否认和斥责。最后，有的幼

儿说想向蝴蝶姐姐借双翅膀，飞向天空；也有幼儿说坐在蒲

公英的船上，借用风叔叔的力量，飞向天空等等。由此可见，

教师在提问中将幼儿放在主体地位，并提出具有启发性、多

样性以及能激发幼儿想象力的问题，从而促进幼儿创造思维

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如今教育改革要求学前教育重视幼儿创造力

的培养，提高创新能力，故学前教育应改变以往的教学方法，

通过借助游戏、语言、艺术以及区域活动开展创造力培养教

学，锻炼幼儿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以及操作能

力，这对幼儿的创造力培养产生促进作用，从而提高幼儿创

新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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