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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和运用在课堂中的创意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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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维对学与教的影响是深远的、巨大的，教师为学生提供灵感并成为激发学生终身兴趣和参与到课堂中的榜样是非

常重要的。教师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看到联系，并且帮助学生建立联系，锻炼学生的思维，从生活中思考并引用到课堂中来。

教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展示给学生如何建立思维和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步骤。有 10 种创意教学策略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锻炼学生

思维并且运用到学校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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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教学目的，思维可以定义为建立联系，然后教学可

以理解为向人们展示“联系”并帮助学生看到并建立自己的

联系。它在教学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首先，因为它是以对

人类思维的理解为基础的，是一种模型制作和模式发现的机

制或系统，是当前认知心理学的大致表现。它之所以有用，

是因为它指出了我们所熟悉的连接和非连接思维之间的区别，

课堂内和课堂外的区别。教师的个性特征和接受学生需求的

教学风格导致学生在创造性发展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杜哈

梅尔，K. 2016）
信息和想法都会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彼此之间没有

任何关系。没有连接就没有沟通，然而，沟通是我们在教育

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课堂上，总是会出现一些脱节的

想法：有些课文是在学校设计的，与学生的生活和经历无关，

学生不熟悉课本，不熟悉生活中学到的知识，就不能有好的

理解。一旦考试得了低分，他们就永远不会从生活中思考，

而是专注于教科书的信息，永远不会将生活与学校联系起来。

而沟通来自于探索生活中的事物和经历后思考的能力。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以“连线”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以帮助学生以连线的方式学习和思考。教师将课堂、生活经

历和材料联系起来，用熟悉的方式描述，培养学生自己思考

其他例子。一旦他们掌握了用思维来建立联系的技能，他们

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或在历史、经济、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

联系。教与学在是不可分割的，他们有很强的关系和对彼此

的重大影响。老师的作用是帮助学生看到联系，建立自己的

联系。老师在生活中经验越多，生活中看到的越多，联系越

多。老师不会直接告诉学生们联系是什么，而是引导他们观

察和发现。教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过程，展示你如何建立

你的思维和建立联系的步骤，让学生去掌握其中的技术。逐

渐地，教师训练学生从各个方面和思维来处理材料和信息。

教师们可以从一开始就鼓励和加强学生的好奇心，当学生们

养成寻找联系的习惯时，它的影响将是学生们终生受用的。

重视学与教，创造性思维的需求在学校里逐步增加，学

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学位和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是

为了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生存。以在学校取得高分为目标，并

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如果教师不关心创造力和

思维的教学，这将成为一个挑战。没有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

的学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习者，成为一个文本驱动的学

生，当他们面对自己无法应对的情况时，可能会对他们造成

很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学生在学校学到了东西，但没有与

之联系或深入理解它。很多学生都只记住了答案，但他们无

法解释和不知道它的出处或者它的缘由。创造力是帮助学生

理解他们所学的知识并将其变成自己的知识。这是一个将他

们所学应用起来和在他们的脑海中建立联系的过程。此外，

如果教师们善于用创造性的方法教学生，他们会有更强的学

习动力并在学校获得高分。我们所看到的连接是复杂但是必

要的。创造性思维驱使我们找出它们背后的逻辑，它们之间

的真正联系是什么，它如何反映行动或行为。教师的思维决

定了他们的教学风格和方向，对他们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影

响。因此，教师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方法有很大影响，但

同样重要的是要向学生展示学习本身是多么有趣。作为一名

教育工作者，为学生提供灵感并成为激发学生终身兴趣和参

与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思维对学与教的影响是深远的、巨大的。我们永

远不能忽视如何建立我们的思想和将其应用在教育中的重

要性。

以下有 10 种可以运用在课堂中的创意教学策略：

幽默式教学：幽默被理解为课堂上的动力。教师将日常

生活材料和课本联系起来，学生学习观察家庭和学生生活中

发生的趣事，从而提高学生的敏感度和幽默感。幽默是一种

娱乐他人并为每个人带来欢乐的方式。它不仅有益于心理健

康，充满活力，对生活充满好奇，而且可以改善人际关系。

学生总是喜欢有幽默感的老师。学者们认为，幽默与情绪、

欢乐有关（Martin，2007），这可能是一种激励。在特定的课

程中，动机对于掌握和理解知识的关键点至关重要。因此，

好玩和幽默的策略可以增强学生的幽默感和学习动力。

运用所有感官：教师引导学生运用感官、视觉、听觉、

嗅觉、触觉和味觉去体验周围的事物或场景，并具体描绘出

这种直观感受。我们力求通过感官来学习一切，感官丰富了

人们的思想。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知识源于感觉”的

思想。国外许多著名学者在多感官认知教学研究中都基于这

一观点。最典型的是托马斯·阿基克。在他的研究中，他非

常重视感情在知识的理解和吸收中的重要作用。运用五官结

合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的特点。在提高学生理论教学质量的

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将这些理论知识应用到日常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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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像进行思想联想：教师通过图片触发学生的联想。

直观地对图像做出反应，打开学生的思想，直接促进创造力。

概念和图像的认知处理分别是左右脑的功能。然而，研究

（Sperry 1961）表明，虽然大脑有自己独特的角色，但它们总

是协同工作，像大脑一样工作。贝恩（1855）指出：“通过联

想，大脑有能力形成新的组合，或者说心在体验的过程中把

所有呈现在心里的元素都聚集起来，并产生不同的元素。”因

此，思想联想对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将所见即所得的能力产

生积极影响。

对象探究：教师利用对象引导学生分析和产生想法。在

此过程中，学生会主要根据他们看到的物件进行推理，从而

扩展思维。能够观察到广泛的相关和多样化的物体描述是许

多交流和认知活动的基础。（Hart，B.， & Risley， 1995） 能够

清楚地描述一个物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学生必须观

察物体的结构、形状、纹理和图像等细节并设计一个新的想

法。此外，皮亚杰在其知识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到了科学推理

的概念（Wang， Guo， & Jou， 2015）。科学推理是这种能力的

核心，也是创造力的基础。研究青年科学思维的发展与进步，

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类比：将抽象概念引入教育的一种方法是使用类比。 
Gentner’s Structural Mapping Theory （1983） 已被广泛用于科

学教育，以解释类比推理的本质。类比教学的目的是通过与

另一个更熟悉的源领域进行比较来学习一个新的研究对象，

一个目标领域。源域被归纳并转移到目标域。学生运用联想

寻找事物之间的共同点，想象隐喻，使概念更加生动有趣，

培养透彻的逻辑思维、归纳和推理能力。

置身于角色：教师设定学生可以设想可能的想法和结局

的情境，并置身于角色中，想方设法体验角色，从他们的心

态中思考，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当教师使用这种策略时，

重要的是场景和工件应该要真实，以确保学生能够尽可能真

实地体验到从他人的角度思考并激发更多不同的想法。为了

保证效率，参与者最好做热身练习，以唤醒他们的思想，探

索更多的可能性。

模仿与重构：教师提供一个或几个值得模仿的学习对

象，让学生替换其内容进行模仿和创造新事物。在模仿的过

程中，学生可以将自己的知识应用到一个新的环境中，而且

一旦学生掌握了模仿和重构的技巧，学生就可以从别人的经

验中学习，把别人的知识应用到自己的环境中。观察和模仿

他人的行为（Agam， Y.， Galperin， H.， Gold， B.， & Sekuler， 
R. （2007）。同时，通过反复观察和练习的机会可以提高模仿

能力。

抽象到具体 / 具体到抽象：教学中有很多非常抽象的概

念。有必要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并与老师产生共鸣。在教学中，

教师可以通过叙述和描绘的方式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充分

利用学生已有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引导和启发学生看清知识

的来龙去脉，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与具体到抽象一样，

具体的对象、场景和现象也必须通过理论应用和分析抽象出

来，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团体合作： 成立小组活动，如讨论、独立解决问题、在

自己思考后共同分享意见、划分完成任务并与小组成员合作

通常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独立性。多为团体赛的

形式，激发团队的必胜意识，让他们愿意为团队做出贡献，

积极参与。另一方面，有困难的学生可以在小组动态中得到

其他小组成员的帮助，这不会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压力，并建

立他们的信心。

假设与想象：通过观察、记忆获得的信息、事实、知识

和思想是不灵活的。是想象力赋予了他们生命，并变得更加

灵活和有用。通过讨论，不仅可以打开学生的话题，而且可

以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问题。在教学中，假设和想象是培养

学生想象力的可行策略教师引导学生想象不可能的事情，激

发他们寻找可能性并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假设的场景得出结

果。让学生探索真实的话题和问题，以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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