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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一日活动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我们

知道，现在幼儿园教育要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

识。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应站在面向未来的高度，鼓励

幼儿去大胆尝试，积极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及创新意识。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活动中经常听到孩子提出各种各

样的问题，好奇、好问是孩子的特点，正是这种执着的

探索精神，也许这种创新在大人眼里是幼稚可笑的，但

是这种创新的实践精神是可贵的（大人的创新只是偶尔

为之）孩子的创新能力是不明显的，但是他们创新的潜

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应该大力挖掘他们的创新能力，让

他们的创新能力更好发挥。幼儿园该如何培养孩子的创

新能力？

一、营造宽松愉悦，安全和谐的氛围

如果孩子在幼儿园是处于紧张、害怕的氛围中能培

养出有创新的孩子吗？面对不信任的目光，教师批评训

斥的语言，孩子会变得紧张害怕、感到没有安全感。孩

子在面对不信任的眼神时，会变得紧张害怕，对老师批

评斥责的语言没有安全感。因此，有利于孩子创新能力

培养的氛围必须是宽松愉悦、安全和谐的。所以，一定

要宽松愉悦、安全和谐的氛围，才有利于孩子创新能力

的培养。在没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孩子们会自发充满

乐趣的想象创新活动之中。[1] 孩子们在没有心理压力的

情况下，自发地进行想象创新活动，其乐融融。如小朋

友在幼儿园的游戏活动中，他们会无拘无束，用积木搭

建出心目中的高楼大厦、梦幻的爱心城堡、开心游乐场、

小小的动物园等，此时感觉自己便成为一名小小建筑师，

为大家设计未来的房子，未来的所有 .......，在角色区穿

上消防员衣服拿起消防道具准备去灭火的情景，感觉到

自己勇敢坚强是个小英雄，穿起白大褂给病人看病感觉

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医生。

如何给孩子创造一个能够激发创新灵感的创新氛围

的环境？

（一）教师要尊重孩子教师应该要聆听孩子的心声，

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要把权利赋予孩子不惜一切教师

来替孩子来做主。我们要给孩子参与讨论发表自己想法

的表现机会及展示平台，这样便于激发孩子创新能力的

兴趣及能力培养。

我们要用赏识的眼光去欣赏孩子，以鼓励教育为教

学手段，少一点批评的语言。当孩子在活动中遇到自己

不能解决的问题时，他们渴望得到老师的帮助。当幼儿

在活动中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急于得到老师的

帮助。此时，如果老师不及时回应孩子，这样会丧失对

创新的积极性。教师应该及时回应孩子的问题并进行探

究及活动交流，寻找办法来解决问题。当他们在创新过

程中回答问题时出现错误，教师不能用批评的语言回应

孩子，否则，你会抹杀孩子再创新的灵感。当自己在创

新过程中答题出现失误时，老师不能以批评的语言来回

应孩子，否则，你就会把孩子的灵感从创新中抹杀掉。[2]

（二）为幼儿创造一个活动空间，既舒适又安全。教

师营造这种活动氛围，自由、安全是形成创新氛围的主

要条件。因此，我们在创设班级环境时，要尽可能地让

幼儿从色彩、区域规划等方面感受到温馨和舒适，投放

的区域材料尽量是结构操作性较低的材料，教师鼓励幼

儿大胆发挥，玩出新方法，使幼儿在创新活动中提高成

就感。

二、注重创新过程，激发创新活力

第一步：教师要善于发现孩子有创新想法。

发现孩子有创新想法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条件，

浅谈一日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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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老师讲孩子听，老师提要求孩子执行 ...... 这种以

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在无形中扼杀了孩子们最可贵的创

新能力。老师要善于发现孩子有创新的想法，这是创新

能力培养的基本条件，如果用老师讲孩子听，老师提出

让孩子去执行的模式，以老师为中心，把孩子最有价值

的创新能力扼杀在无形之中。

第二步，教师要激发幼儿创新的激情。

正确看待幼儿在创新过程中犯的错误，幼儿由于生

活经验不足，在成人的眼中觉得幼儿的创新思想幼稚、

简单，所以幼儿的想象力还不够丰富。这时幼儿充满兴

趣我们就应该积极鼓励，不要用成人的眼光去衡量孩子

的想法和评价作品，我们应该用孩子的眼光来衡量创新。

一定要选择言之有物，积极向上，积极向上的语言，比

如你的创意实在是太有创意了！您的小手还真有本事

啊！你可以再试一试，继续努力等待语言，老师的夸奖

会激发孩子创新的欲望和动力，也会让孩子展开翅膀，

尽情发挥想象力，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建立信念，“我也可

以创造”。

第三步，对孩子的创新表现要善于发现。

在一天的活动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美术课上，

孩子画的角色用红头发，孩子说，老师问你为什么要用

红头发，由于气得想发火，就用红的来抹头发。为了培

养小朋友的自我服务意识，每天吃完水果餐后小朋友要

清洗自己的水果盘子，在清洗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玩水

的现象，拿着盘子打开水龙头冲水，导致水池的水蔓延

落地。通过老师的观察发现这一现象往往就是那几个调

皮的孩子，经过老师和孩子沟通进行交流，问题讨论，

如果每个小朋友都是这样浪费水结果会怎样？幼答，班

级会没水而且地面太多水会摔跤，最后讨论出结果我们

应该在水龙头这样制作一个“节约用水”的标志，当小

朋友看到这个标志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要节约用水，养

成从小节约用水的好习惯。因此，我们的老师应该对给

予肯定的评价及时作出回应，表扬孩子积极开动脑筋，

对有创新想法的孩子给予表扬。相信这种鼓励的语言可

以激发孩子的创新灵感。所以老师要善于发现孩子在表

演方面的创新之处。因为提问本身就说明孩子在思考问

题，老师要正确引导，让孩子体会到创新的快乐，所以

要正确对待孩子的各种问题和想法。幼儿具有好奇、好

问、好问等特点，教师培养幼儿形成积极创新的态度，

尊重幼儿的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3] 教师对幼儿兴趣的

发现和保护是第一位的。不随便否定孩子的创新表现，

善于观察和发现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兴趣点。当他们在

积木区搭建动物园时，尽管这些作品质量不高，但老师

要捕捉幼儿的活动过程发现亮点，幼儿会在过程中充满

想象。再次，用语言鼓励、赞美幼儿的作品。幼儿的创

新理念来源于生活体验，他们创作的作品体现了幼儿生

活体验的丰富性，因此在一天的活动中渗透了创新教育，

让幼儿的创新能力在一天的活动中得以发展。关键是教

师对孩子的创新能力有没有发展的意识，对一般环节中

潜在的创新教育内容有没有发掘的能力，对教育时机的

把握能力。如：小班幼儿喜欢用颜料随意涂刷在美工区

的涂涂墙上，但有的孩子喜欢拿颜料涂刷在墙上。老师

及时通知孩子墙壁脏了咋办？可以去掉了？如果不能去

掉颜色我们教室还会漂亮吗？这样，不仅启发了孩子们

的发散性思维，丰富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同时也让孩子

们对班级环境的保护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营造有利于开拓创新能力的环境

创新教育的因素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墙饰的布置和活

动区域的设置。如：大量半成品的素材投放到班级的各

个活动区域，供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创作，将一

些具有创造想象力的作品展示在墙壁上，使每一面墙都

成为可以交谈的环境。开展丰富的活动内容和多样性的

活动材料，为幼儿创新能力的发展插上翅膀。精神环境

对孩子创新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幼儿对于喜欢冒险和

挑战新事物的好奇心是天生的。

幼儿对于喜欢冒险和挑战新事物的好奇心是天生的。

老师，父母应该给孩子更多自由的选择，不要过分包办

和管束。心理上的自由和心理上的安全都有利于发挥创

新能力，因此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心灵环境，

这样才能让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

四、通过学习时间，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一）通过游戏学习科学原理

在通过学习时间，培养问题解决能力过程中，可以

深入探讨如何通过游戏学习科学原理。例如，可以设计

一款名为“迷你生态园”的游戏，让孩子们在虚拟的环

境里种植不同种类的植物，观察光照、水分、温度等因

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这个游戏不但让孩子们在玩的同

时，也让孩子们了解了生物学的因果关系与系统思考。

同时，要鼓励孩子对身边的事物保持好奇，在游戏中进

行实验、观察，激发幼儿探究科学规律的欲望，培养孩

子们的创新思维能力。

另外，提供材料让孩子制作自己的纸飞机，然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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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飞行比赛，以观察不同的设计对飞行距离与高度的影

响。该实验将物理学原理融入游戏中，让孩子们了解空

气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并锻炼其实际应用能力及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这种游戏中，孩子们不但学到了科学知识，

而且学会了如何通过创新设计优化结果，这也是创新能

力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

在培养孩子创新能力的过程中，解决日常生活中的

小问题是非常实用且有效的策略。比如，鼓励孩子们每

天早晨规划自己去学校的路线，这样做不仅能锻炼孩子

对空间的认知能力，而且能在不同的交通状况（例如避

开交通高峰期和施工路段）中找到最好的交通路线。这

项实践任务让孩子们通过实际操作体验创新思维。

在学习时间，可以设定一些实际问题，如如何更有

效地整理书包，让孩子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

样做不仅能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让其明白，

创新常常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深刻思考。同时，家长也可

以引导孩子对这些方法进行评价，比如哪种方法更快，

哪种方法节省空间，这样孩子就可以在实践中学习批判

性思维。

另外，在户外活动中，可以让孩子面对自然中的挑

战，比如如何用树叶和树枝搭建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微型的工程问题，孩子们需要尝试不

同的组合方式，并在实践中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这种

探索性游戏旨在鼓励孩子们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方

法，并培养动手能力与观察能力。[4]

（三）分析和评估不同的观点

创新思维不仅关乎学术成就，更是21世纪核心素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家长需要在早晨启发思考，学习

时间培养问题解决能力，以及晚间进行总结与反思等多个

环节中，创造条件让孩子尝试不同的观点和思考方式。

在设计挑战性任务时，可以参考设计思维模型，鼓

励孩子从多个角度理解和解决问题，比如，让孩子设想

自己是工程师，如何解决一个实际的难题。同时，家长

可以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来

强调创新思维的价值，激发孩子大胆想象，不拘泥于常

规。总之，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需要家长在日常生活中

持续地提供支持和鼓励，让孩子在探索、实验和反思中

不断成长，形成对不同观点的接纳和尊重，从而在未来

成为有创新精神的领导者和问题解决者。

（四）讨论假设和可能的结果

设计不同的起床游戏可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

欲。例如，如果孩子对天文感兴趣，可以设计一款“星

际探索”的游戏，让孩子在起床时寻找代表不同星球的

物品。这不仅让孩子在乐趣中开始新的一天，还可能引

发他们对宇宙科学的深入探索。同时，讲述创新的故事

或事实，如讲述爱迪生如何通过无数次尝试发明电灯，

可以让孩子理解创新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从而在日常

生活中更愿意尝试新事物和挑战自我。

在学习时间，设计挑战性任务能有效培养孩子的问

题解决能力。比如，可以假设孩子在数学作业中遇到难

题，鼓励他们尝试不同的解题方法，而不是直接给出答

案。这将帮助他们建立自我解决问题的自信，同时提高

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分析和评估不同的解题策略，孩

子可以理解每种方法的优缺点，从而做出最佳决策。

创新时刻是反思和巩固学习的重要环节。例如，家

长可以引导孩子分享他们在科学实验或户外探索中遇到

的挑战以及如何克服的。通过这样的反思，孩子可以更

好地理解自己的创新过程，同时认识到错误是学习的一

部分，有助于建立一个积极的试错态度，这对于未来创

新者的心态培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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