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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幼儿的创造性特征及其教育
刘 胜 林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幼 儿时期是素质教育的初始阶段 ,是 人一生中最富于创造性的时期 ,这 时期的创造性水平虽然不高 ,却

是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幼苗。因此,这 个时期的创造性教育理应受到深切而广泛的关注。幼儿时期创造性的培养

可以从环境的创设、教师的素质和创造性的教学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幼 儿 ;仓刂造性特征 ;仓刂造性教育

中国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5315(2002)Os-0132-O5

1996年 ,国 际 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教育
——财富蕴藏其中》指出 :“ 教育的任务是毫无例外

地使所有人的创造才能和创造潜力都能结出丰硕的

果实⋯⋯这一目标比其它所有目标都重要。
”
[1](6

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纲领性文件中也指出 :“ 素质

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 培养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
[2]可 以这么说 ,为创造性而

教育既是当前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也是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难点。幼儿时期作为个体心理发展最迅

速、最关键的时期 ,幼儿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初始阶

段 ,如何培养幼儿的创造性呢?这个问题承载的内

涵应该说是极为丰富的,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这个问题略加阐释。

一 创造性教育与日常教育的关系

创造 ,堪称新世界之母。古往今来 ,追求新异淘

尽了人类的无知和平庸 ,从尘世到宇宙 ,创造竖起无

数座科学和艺术的丰碑。在如今知识经济的形势

下 ,人们对创造性的价值定位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高度 ,因 而在教育上对它的追求就变得尤其迫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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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教育相对于 日常教育而言 ,是个新问题 ,

也是近几年来教育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创造性教

育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它 和已有的 日常教育有着

什么样的不同 ,相关的论述差异较大 ,让人有点不知

其然 ,因 而教师实施起来总感觉到有些不知所措。

事实上 ,创造性教育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 ,它

不是要完全打破已有的教育模式而另起炉灶 ,但它

又确实和现存的日常教育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本质

上说 ,创 造性教育是对传统的 日常教育的扬弃。这

种扬弃的辩证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创造性教育要借用已有 日常教育的课程

形式和教学手段、方法。创造性教育仍然是在教师

有计划有 目的的引导下进行 ,课堂教学仍然是创造

性教育的主渠道 ,传 授知识仍然是创造性教育的重

要任务。

(二 )创造性教育是对 已有 日常教育的变革和

提升。教育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创造性

教育是教育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它虽然

借用了现存教育的诸多成果 ,但是它在很多方面又

不同于已有的日常教育。创造性教育仍然要传授知

识 ,但是它将努力传授给学生高质量的而且不限制



刘胜林 试论幼儿的创造性特征及其教育

学生创造性发展的知识 ,即 逻辑上有必然联系的知

识、更多程序性而不是事实性的知识、高度精确且亲

和力强的知识、以主题为中心构成的结构性知识、多

方面多类型的知识。教师仍然必须引导学生的发

展 ,只是教师的职责将由被动的讲解、叙述转变为对

学生的探究和创造行为提供支持和鼓励。学生仍然

必须学习,但是它将由被动的记忆发展为主动发现、

探究和创造。

二 如何看待幼儿的创造性

(一 )幼儿是最富于创造性的

创造指的是提供新颖的、独特的、有价值的产品

的活动。创造性指的是创造活动所需要的以及在创

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品质 ,它具有复杂的结构。

人们一提到创造 ,往往想到的是科学家、发明家等特

殊人物所从事的活动 ,许多教师也因此把创造性看

得过高、过于神密和复杂 ,因 而持有一种极不利于创

造性培养的观念 ,认为年幼无知的儿童是远离创造、

没有创造性的。其实恰恰相反 ,现在许多研究都表

明幼儿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据一则资料报道 :对同

样的问题 ,他们有 sO多 种不同的回答 ,而 中学生却

只有一个回答[3](“7页 )。

幼儿为什么最富于创造性呢?德国心理学家海

纳特认为 :

l。 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生活在心理松弛阶

段 ,为发挥创造性提供了最理想的先决条件 ;

2.学龄前儿童对周围的环境常常有新的体验和

发现 ,不受经验思维习惯和下意识动作的影响 ;

3.学龄前儿童身心专注于世界 ,把世界与自己

视为一体 ,他们总是忘我的和忙忙碌碌的 ;

4.学龄前儿童还未受到聚合思维的训练 ,因 而

他们的发散思维能力较强。[3](犭4页 )

可以这么说 ,幼 儿时期是幼儿创造性地认识和

接受世界的时期 ,创造是幼儿的本能。

(二 )幼 儿低水平的创造性可以为将来高水平

的创造性打下基础

幼儿是富于创造性的 ,虽然他们的创造性水平

不高 ,我们却不能因此看低或者忽视幼儿的创造性。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 :人 生来具有创造欲

望 ,每个人都有-定的创造性 ,但存在着不同层次和

水平。他把创造性分为特殊才能的创造性和自我实

现的创造性。前者指科学家、发明家、作家等杰出人

物的创造性 ,他们的创造产品是整个人类社会前所

未有的 ;后者是开发人的自我潜能意义上的创造性 ,

其创造性的产品对他人和社会来说不一定是新颖

的、独特的 ,但对创造者自身来说则是新颖和有价值

的[4](197页 )。 幼儿对大千世界无限的好奇心以及

为满足这种好奇心而进行的探索、创造行为 ,虽然其

结果是前人已经发现过的,在成人眼里或许只是淘

气和顽皮性质的,但对他们自身而言 ,却 属于自我实

现的创造性范畴。一般情况下 ,人们都比较看重特

殊才能性质的高水平的创造性 ,忽 视甚至看不起只

具有自我意义的低水平的创造性。然而 ,高 低水平

的创造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高水平的创

造性是低水平创造性通过教育、训练、实践活动发展

提高的结果 ,低水平的创造性是高水平创造性发展

的基础。正如心理学家刘佛年所说 :“ 创造可以从

低级到高级 ,知识少、能力不强的幼儿少年也可以创

造 ,当然那是低级的 ,不过 ,没有低级的创造习惯 ,也

就不能发展高级的创造性。
”
[4](1"页 )

三 幼儿创造性的培养方略

(一 )创设有利于幼儿创造性生长的环境

创造性就像种子一样 ,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经

过科学地灌溉、施肥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我

国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早就提出幼儿园要为幼儿

的发展创设适宜的环境 ,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5](295页 )。 从某种意义上说 ,环境就是教育 ,环境

就是一定教育思想、理念的反映。长期以来 ,幼儿教

育虽然只是基础教育的准各阶段 ,但仍然难以摆脱

应试教育的大气候 ,加之受具体条件的限制 ,没有达

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 ,忽 视幼儿的主体性、创造

性 ,更说不上创设有利于创造性生长的环境。《素

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美国的三个

学者用录像机在 日、中、美三国的幼儿园录下了三国

幼儿在园生活的真实镜头。我国东方幼儿园引以自

豪的纪律秩序和严密的管理受到 日本、美国幼教界

人士的谴责。他们有这样一些评论 :“ 过分严密的

管理使得东方幼儿园看起来更像一座军营 ,而不是

一所学前学校。我认为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 ,如 此

过分地强调纪律秩序和行为规范 ,以 致不惜以摧毁

孩子们的创造性为代价。
”“

孩子们看起来是如此的

压抑 ,没有任何东西是 自发的。学校给人的感觉是

那样的冷淡 ,那样的缺乏欢乐。孩子们被期望的就

是变得如此不像孩子。
”“

老师过多地指导孩子们的

玩耍
”

,“ 孩子们的活动太被动、太克制、太驯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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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页)虽然这些评论并没有全面反映出我国幼

儿园的实际 ,但是确实也触及到我国幼儿教育存在

的一些问题。虽然呼吁改变教育观念已有近 10年

的时间 ,然而这 10年 的努力仍然抵不过千百万教师

头脑中残存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定势。幼儿创造性

的培养最困难的方面仍然是观念的转变 ,我 们虽然

一直在努力地转变教育观念 ,但是这种转变还是很

不够的。

幼儿园要创设有利于幼儿创造性生长的环境 ,

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思考 :一 方面是幼儿园的整

体环境 ,另 一方面是幼儿所在班级的具体环境。幼

儿园的整体环境主要是幼儿园管理的问题 ,幼 儿所

在的具体班级则主要与教师有关系 ,然 而这两方面

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关联。为了简便起见 ,下面具

体谈两个问题 :教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所依赖的工

作环境和直接对幼儿创造性产生影响的班级氛围。

1.看 重和鼓励创造性的环境。正如古希腊哲学

家柏拉图所言 ,“ 一 国之所器 ,便 在该 国滋长
”
[3]

(1Bz页 )。 一种环境或一种机构下所看重的 ,必在这

种环境或机构下滋长。幼儿园的管理者如果不看重

和鼓励教师和幼儿的创造性 ,幼 儿园便不可能培养

出幼儿的创造性。为此 ,幼 儿园的管理者首先应乐

于倾听教师的新点子、新建议 ,并帮助教师实现有建

设性的建议 ;其次 ,管理者应允许教师为实现既定 目

标而采用不同的方法 ,制 定有灵活余地 的方案 ;第

三 ,管理者对教师创造性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应采取

宽容、谅解的态度 ,即 使工作失败了 ,也要看到失败

的价值 ,注重过程 ,而不是只重视事情的结果 ;最后 ,

管理制度上要反映出对创造性工作的肯定和奖励。

2.安定团结的工作环境。安定团结的工作环境

可以使人们集中精力进行创造性工作。社会心理学

研究表明 :女口果某个部门或某个团体是安定团结的 ,

那么团体中的成员在一起工作能收到思想上互相激

励、思路上互相启发的效果 ,并进而激发每个成员的

创造性。相反 ,如果工作单位缺乏安定团结的环境 ,

每个人的精力都消耗在人事纠纷中 ,就没有多少精

力用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了。安定团结的工作环境

对幼儿园而言尤其重要。在我国当前情况下 ,幼儿

园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女性 ,她们常常可能会斤斤计

较于一些小事 ,并 因此心烦气燥、耗尽心力 ,这种情

况极不利于她们安心工作 ,也不利于发挥她们的创

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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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 等的、竞争的、进取的工作环境。由于社会

分工的不同 ,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分别从事着教育教

学、卫生保健、总务后勤等不同的工作 ,但创造机会

却应该是均等的。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 :“ 处处是

创造之地
”

,“ 天天是创造之时
”

,“ 人人是创造之人
”

[7](5页 )。 当所有的工作人员在—种 民主环境 中

争相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时 ,就极容易形成一种有利

于创造性生长的氛围 ,那就是 自主、平等和进取的精

神空间。

幼儿所在班级的环境氛围是与幼儿创造性的培

养有直接关系的。教师应该运用 自己的影响力在班

里形成一种心理 自由和心理安全的环境。心理 自由

指的是幼儿表达、思维、感觉、活动、塑造 自我的 自

由。陶行知先生的解放小孩子的头脑、解放小孩子

的双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的空间、解

放小孩子的时间的思想 ,实际上就是心理 自由的具

体表述。现在的教师总是担心小朋友会干坏事、做

错事 ,因 而总是尽力加以控制和限制。由于杈威态

度的作祟 ,希望小朋友表现得象 自己所期望的那样

乖巧听话 ,在这种情况下 ,幼 儿是难有心理 自由的。

心理安全指的是幼儿内心没有对教师、班级的恐惧 ,

内心不需要时时压抑着。这就需要教师对幼儿的行

为哪怕是出于教师意料的行为能够包容 ,尽量避免
“
你真笨

”
、
“
你总是犯错误

”
这类消极的谴责性的评

价。总之 ,教师应该像爱迪生的母亲那样宽容孩子 ,

这样许多现代爱迪生就不会再被学校拒之于门外。

教师还应像利波老板宽容徒弟法拉第那样宽容孩

子 ,这样许多孩子将像法拉第一样最终取得辉煌的

成绩。

(二 )教师要成长为创造性的教师

创造性的种子需要经过创造性的教师科学的培

育才能很好地生长。能够培养幼儿创造性的创造性

教师应该具各这样的条件。

1.教师要有一定的创造性。在心理学上 ,创 造

性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品质 ,它通常包括认知、动力、

人格因素。具体地说 ,富有创造性的教师要具备一

定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能够发现普通人注意不到、容

易忽略的问题 ,拥有打破常规、接受新观念和变化的

心态 ,具有民主的、包容的、探索性的人格品质。

2.喜欢富于创造性的儿童。这里 ,我 们对老师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 在下列两类学生中 ,你 更喜欢

哪一类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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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学生——能很好地理解并记忆教师所教的

内容 ,能安静地听课 ,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能 与小朋

友友好相处 ,老师叫停止活动就停止活动 ,能够遵守

规章制度。

B类学生——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喜欢远远胜过

记忆教师所教的内容 ,干起喜欢的事情就忘记时间 ,

老师们叫停止活动也不停止 ,大多违反作息制度 ,比

较淘气、顽皮。

对于一般的教师 ,他们大多喜欢 A类这种高智

力型的规范学生 ,而对 B类这种高创造性的调皮学

生却不那么喜欢。由于 B类学生富于创造性 ,他们

的行为、思维时常会表现出独特的甚至怪异的特点 ,

他们没有 A类学生那么乖巧听话因而有时不受老

师喜欢 ,这就是为什么像爱迪生这样的天才小时候

被学校开除回家的原因。

3.教师要具各一定的创造教育意识

创造教育意识是指创造性地进行教育的愿望、

动机、意图,这是培养幼儿创造性的基础。它包括 :

(1)教师要坚信每个幼儿都具有创造性 ,小女孩和

小男孩一样具有创造性 ,那 些调皮的、幽默的、爱提

古怪问题的幼儿可能比乖巧听话的儿童更有创造

性;(2)教师要强烈地意识到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

储存知识的机器 ,而是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3)教师

必须清楚什么样的教师有利于幼儿创造性的培养 ,

并不断转变教育观念 ,提高自己的教育素质。

(三 )教师应创造性地进行教育教学

幼儿创造性的培养最后总要落实到具体的教育

教学活动中。创造性教学不同于传统教学的特点有

以下几个方面。

1~创 造性教学依赖于开放的课堂环境。1970

年 ,希尔伯曼提出了
“
开放

”
的课堂环境这个概念 ,

“
开放

”
包括空间上的灵活性、活动的选择性、学习

材料的丰富性、课堂内容的综合性、个人或小组的教

学形式而不是大班教学 [5](217页 )。

2.教师教学的过程既是教师教的过程 ,也是学

生学习的过程 ,更应是教师和学生双向发现的过程。

教师不能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告知学生 ,而要用启

发式的方法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具体地

说 ,教师的教学过程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能使幼儿处于一个有趣的经验情境中 ;

(2)鼓励幼儿在情境中产生、发现问题 ;

(3)鼓励幼儿想出种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

(4)帮助幼儿推测各种方法的效果 ;

(5)提供材料 ,让 幼儿尝试运用他们认为最有

效的方法解决问题 ;

(6)让幼儿在多种情况下印证这种方法。

3.教 师对幼儿活动的评价应注意的几个事顼。

(1)放弃教师的权威态度 ,站在儿童的角度看

待他们的活动结果。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儿童心理

学家皮亚杰认为 ,儿 童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在成人看

来都是错误的 ,然而那恰恰是他们学习制造理论的

技巧[8](zg3页 )。

(2)对某些不成功的活动的评价 ,不要纠缠于

错误和失败上 ,要避免消极的谴责式的评价 ,而应肯

定其创造精神 ,重视活动过程本身 ,承认失败的价

值。

(3)减少评价 ,尤 其是避免过细过死过硬的评

价。经常性的评价让幼儿害怕冒险表达 自己的想

法 ,过死过硬的评价让幼儿放不开手脚 ,非常有害于

幼儿创造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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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at ChiId’ s CreaJvity Features and Its EducaJon

LIU Shengˉ hn
(Educati。 n scienc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Childhood, the initial stage of quality education, is the most creative period in one’ s

whole life。  Although the creativity is on an elementary level, there exists great potential。  Therefore, its

education deserves profound and extensive concern。  Its cultivation can be started with environment creaˉ

tion, teachers’  quality and crea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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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偶见美国共和党成立大会遗址记

zO00年 9月 ,美 国劳动节长周末期间 ,笔者随长子一家外出。在访问了底特律、密西根大学的亲友之后 ,于 9月 4日 由东

向西返回芝加哥 ,途 中在 go号州际公路
“
杰克逊休息站

”(Jackson Rest Area,密 西根州杰克逊城附近 )停 留。下车之后正举步

活动筋骨 ,忽见休息站左侧竖有
“
密西根历史遗址

”(Michigan Ⅲstory犰e)标牌 ,出 自专业兴趣遂驻足阅读。读后方知此历史

遗址为美国共和党成立大会会址。18M年 7月 6日 ,来 自密西根等地的 1500名 美国人聚集在标牌后一片橡树林下开会成立

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

过去读史 ,只知
“
密西根州杰克逊的公民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党机构

”
,而对其在何具体地点开会建党并未留意探寻。而今

偶见遗址 ,着实欣然。环顾四周 ,除休息站的几间小屋和一片橡树林外 ,并 无其他旧建筑物。难道当时那 15OO人就拥挤在橡

树林下开会组建政党?没有栖身之所、没有可容纳 1500人的会议大厅?如 非亲眼所见那
“
历史遗址

”
,很难想象美国共和党

的成立大会竟是在荒凉的橡树林下召开。然标牌所显文字记载着成立大会确
“
在橡树林下

”(under the Daks)举 行。

18sH· 年为清咸丰四年。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晚期 ,鸦 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腐朽性、守旧僵化已暴露无遗。而那时

的美国 ,移 民开拓者仍在不断地向西部进发。据标牌文字记载 ,还在 19世纪 sO年代 ,成千成万的
“
先驱者

”(Ⅱoneers)曾 陆续

通过
“
开拓大道

”
(Ter。 1orid Road,大 致与今 %号州际公路平行 )艰难地向西走去 ,其 中一些八留在今杰克逊地带垦殖发展。

在 1829年 ,此地区已成为主要的垦殖地之一。1832年 ,杰克逊县建制 ,初 为 Jacksono polis,次称为 Jackson burgh。 此名称之由

来与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 ·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任 期两属 1829-18sT年 )有关。由于此地靠近格兰德河 (Grand Ⅱvˉ

er)上 游 ,水陆交通甚便 ,各色人物出入其间 ,那 1500名 美国人选择这既荒冷又充满生机之地开会建党 ,其用心可想可意。

尽管共和党成立大会的会址并不耀眼 ,而今其附近不甚远的杰克逊城也只有几万人口,可 能大多数共和党人并不知道其

政党在何地成立 ,无疑 ,共 和党的组建确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共和党成立后 ,美 国两党制 (The Two Pany system,

民主党先期组成 )的 局面才真正形成。密西根历史遗址的标牌似乎向人们强调这一点。它也似乎并不与人们争论是否辉格

党(Wh螅 18“ ),国 民共和党 (Nat。nal Republican Pady,1825),民 主共和党 (Democraticˉ Repub1ican Pany,1816),联 邦党 (Fed~

eralist Party,1” 0)为共和党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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