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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条件让幼儿在“动”中开发创造力 

                     上海市虹口区星贝幼儿园   杭燕      戴琳 

 

上海市虹口区星贝幼儿园坐落于虹口区的江湾镇街道，直属于上海市虹口区

教育局，始建于 2008年 4月，同年 9月开学。 

幼儿园校舍建筑面积 4104 平米，绿化面积 2200 平米，2011 年获“上海市

花园单位”。办园六年，幼儿园已创设了室内外运动场地、嬉水池、玩沙区、小

剧场、蒙台梭利操作室、创意室、探索室，建构室、阅览室等幼儿专用室，为幼

儿创建了生活、游戏、学习和运动环境，为有效地实施保教工作打下了物质基础。 

目前，现有幼儿 251名,教职工 34名。在各级领导的关心、社会的支持、教

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成为了上海市一级幼儿园和虹口

区示范园。幼儿园始终以创新实践为指导思想，以“让幼儿健康快乐每一天”为

办园理念，以“幼儿喜欢、家长放心、社会满意、教职工幸福有特色的一级幼儿

园”为办园目标，把“培养健康快乐、好奇探究、文明乐群的幼儿”作为培养目

标。坚持以运动和生活为切入口，以健康快乐教育为抓手，以游戏为基本形式，

创设了孩子喜欢的、温馨的、富有传统文化的环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幼儿园生

活。办园以来，教职工在思想观念、专业能力和团队合作等方面有了较大提高，

初步实现了教师与幼儿的同步发展，幼儿园倡导“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

的工作氛围，初步形成了“乐分享、善合作、勇开放、自主发展”的校园文化。

目前，呈现出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趋势。 

     一、青年教师是创造教育的主力军 

办园五年来，我们师资队伍一直以青年教师居多，目前，我园在岗教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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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27.5岁，多数为 1-3年教龄的青年教师。年青是我园的资本，她们朝气蓬

勃、想象力丰富，针对青年人创意想法多、实践经验少的特点，我们主要采用了

组建团队、搭台唱戏、引领指导的方法。 

   （一）组建团队展特长   

用兴趣激发教师能力，鼓励教师创建

项目兴趣组，为她们特长的发展创造空

间，教师们先后创设了：运动组、创意组、

游戏娱乐组、蒙特梭利儿童教育工作组、

阅读欣赏组。在美工创意室，引入眼球的

原创彩色货架，是师生共同用画笔创作的

艺术实用品；在一楼门厅，教师设计创造的晨检排队小星星，让孩子们每天乐此

不疲地走着；在运动投掷区，教师设计的会自动升降的圆盘，让孩子们在运动中

感受力的存在；在教工之家，我们用相机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片段，在假期组织教

工到台湾 101大楼，感受世界最快速电梯（38秒即可直达 89楼观景台）和璀璨

灯光夜景，到垦丁感受海边风情；到马来西亚兰卡威享受洒满阳光的日子和恬静

的夜间漫步。海岛巡游尽情享受兰卡威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景色，也有教师自己

外出旅游的游记和照片分享……；在分享中激发灵感，在体验中换发活力。在旅

游中老师们常常会留恋于一个手工创意、一张照片的写照、一段文字的描述，而

发挥无限的想象，并带入幼儿园的环境、区角及项目组的活动中，和孩子们一起

起舞，从而更加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丰富的创造力。 

（二）搭台唱戏炼功夫  

     针对青年教师实践经验少的现状，幼儿园注重为她们提供机会，在大小舞

台中，锻炼基本功，有园内外的交流、开放；有市区级展示、比武；2010 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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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参加了全国第二届幼儿园优秀自制玩教具评选，赛前，我们人人参与创造，选

方案、做样稿、几经修改，最后，在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自制玩教具“蛋塔”获

第二届全国幼儿园优秀自制玩教具展评活动

“一等奖”，经过参赛，教师学习了创新、了

解了同行，积累了实践经验，用我们老师的话

就是“观察——思考——实践——再观察——

再思考——再实践——循环往复，在和孩子的

共同活动中，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孩子的热

点并予以探索的空间，在实践中教师和孩子共成长。如叶依丽老师设计的集体教

学活动“纸桥”，就是在观察幼儿的活动中，发现孩子孩子的热点，由此引发了

对“纸桥”的思考，并不断的引发孩子思考、尝试和探索。在孩子的探索中教师

的观察、记录、总结，最后设计了集体教学“纸桥”，让将孩子将零碎点滴的经

验交流、总结；孩子们在实践中从不同质感的纸张厚度、纸张的形状探索出不同

结论，并引发继续探究的新兴趣。此活动向市教委装备组“幼儿园科学玩教具配

置和使用研究课题组”展示，获得领导和专家的好评；除此之外，在今年在上海

市第三届幼儿园优秀自制玩教具评选中，我园设计的球垫，荣获上海市优秀自制

玩教具展评活动“二等奖”。 

 

 

      

   

 

 

                

（三）引领指导有专家   

专家名师会诊把脉，指导教师如何尊重和支持孩子，让幼儿自主的成长。几

年来，我们先后邀请了中外、台湾等地的专家教授来园指导；其中我们利用寒假

组织老师到台湾蒙台梭利幼儿园参观学习，邀请华师大老师对老师进行计算教学

的培训，邀请老专家林茅老师来园指导教师如何带领幼儿共同阅读，指导青年教

师如何在角色游戏中的观察记录幼儿游戏情况、指导和分享的经验指导，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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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佳佳名师工作室”。推荐青年骨干教师参加“佳佳名师工作室”的活动

和参加“上海市教委装备部‘幼儿园科学玩教具配置和使用研究课题组’”的研

讨活动，选送青年教师参加区技能比武和白玉兰论坛等。 

    通过实践，专业理念逐步更新，专业能力逐步提高，专业实践行为逐步跟进，

青年教师在岗位中迅速成长，在区青年教师的教学实践比武活动中获得第三名，

在讲故事比赛中获得二等奖，大教研组被评为学习型和育人型班组的荣誉称号。 

二、课题研究是创造教育的导向器 

    我们深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是幼儿阶段的首要任务，为此我园以运动和生

活为切入口，以健康快乐教育为抓手，以游戏为基本形式，注重孩子的自主体验。

以运动为特色，以“‘动起来’——幼儿运动方案的实践研究”课题为导向，为

孩子创建一个“动起来”的运动环境，将生活和运动有机地整合 。 

（一）“‘动起来’——幼儿运动的实践研究”课题的提出 

    我们创造性地开展的《“动起来”——幼儿运动的实践研究 》课题，提出

了“动起来”的运动的定义为： 幼儿积极主动、情绪愉快、精力充沛地投入到

对运动环境的探索中；达到提高身体素质、增强体质和增进身体健康的目的。关

键词：幼儿；运动；“动起来”，提出“动起来”的缘由是我们发现在幼儿运动

中所存在的问题：成人由于安全考虑，过度保护照顾幼儿，在思想上有“少动少

危险，多动多危险”的想法，以及对幼儿的户外活动范围的限制，出现孩子怕吃

苦、胆小、缺乏自信心等现象，这些都反映幼儿体育运动明显不足和忽视幼儿在

运动中自主性的发挥。为此我们研究目的是通过探索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

“动起来”幼儿运动方案和建立幼儿园教师、保育员、家庭相结合的保教体系，

真正让孩子在运动中“动起来”。 

（二）“‘动起来’——幼儿运动的实践研究”课题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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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运动特点：尊重幼儿的自主性，幼儿可以自主选择运动器械、运

动项目、同伴和时间；保证幼儿的充分运动，主要体现在运动时间和运动内容。

运动时间以保证每天二小时的户外活动，其中一小时运动；运动内容体现在不同

的场地，多种的器械、丰富的材料；确保幼儿的安全运动，要求制定教师、保育

员、幼儿的“三位一体” 的幼儿运动安全细则，明确任务，保障幼儿运动中的

安全。除此之外，还要求家庭与幼儿园的密切配合，让家长了解幼儿“动起来”

运动的价值，配合幼儿园做好相应的事，充分发挥家长的力量。 

（三）“‘动起来’——幼儿运动的实践研究”课题的实施 

    1、运动中的自主创新 

在运动中，教师让幼儿参与活动的组织和设计。每次活动前，老师和孩子们

共同商定选取什么运动器材，如何组装搭建，他们边搭建、边探索、边运动，在

运动中体验成功的喜悦，在运动中战胜自我恐惧的心理，孩子们用自己模式示范，

教师的适时参与和保障幼儿的安全，即激发幼儿参与运动的欲望，有利于幼儿自

己学习和掌握技能的方法，从被动变为主动参与活动，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幼

儿的探索，创造、合作能力得到了提高。 

 如“小班孩子，用周转箱和垃圾桶组合搭建，创建“高跳下”的运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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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孩子搬来竹梯，和攀登架组合，再添加轮胎，他们将运动场地变成勇敢

者的探险之路。之后，孩子们又找来绳子、塑料桶等，继续变幻着，生成新的主

题。 

中班孩子喜欢玩攀岩球，但玩了一段时间，就会厌倦,如何让孩子对同一种

运动器械保持兴趣？培养幼儿的创造性？老师将任务交给了孩子，启发、引导他

们从运动器械的重组、安全和简单的原则出发，自己设计运动游戏的场景。 

孩子们搬来了竹梯、拱形桥、隧道，毛绒娃娃、垃圾筒、绳子……他们搭着、

建着、摆弄着……，孩子们设计出了“打地鼠”、过小河“、“占山头”、八爪

鱼……等运动情境。 

 

在具有变化、挑战的运动中，不

但满足了孩子们心里的需求，而且提

高了幼儿平衡、力量、耐力、柔韧性

和灵敏性等身体素质；培养了他们的

想象力、创造力、合作能力和意志品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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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张运动计划表的实施 

    通过课题实践我们逐步完善了一张计划表,这张表合理设置区域 满足幼儿

需要，丰富运动器械 激发幼儿兴趣 

以混龄分散运动（晴天）安排为例： 

我们从地点、名称、器械、内容、负责人、手圈颜色这六点安排计划 

地点 名称 器械 内容 负责人 手圈颜色 

嬉水区 花样拍球 

皮球、 

呼啦、 

圈圆凳 

站在呼啦圈里拍球站在

圆凳上拍球 

沿水池边行径拍球 

屈名文 紫色 

玩沙区 
超级 

蜘蛛侠 

轮胎、蜘蛛

架、 

选择不同的路径穿过沙

池。 

 

杨晓琳 

 

棕色 

……      

如：嬉水区的花样拍球，幼儿站在地面、站在平衡木 站在水池边沿拍球进

行不同形式的拍球游戏  

       

 

 

 

 

 

 

 

如：玩沙区的超级蜘蛛侠，幼儿勇敢爬上竹梯，翻越过蜘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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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表体现了运动场地“五结合”的特点，即室内外结合、软硬场地结合、 

山坡草地结合、楼层结合，晴天雨天结合，在计划设计时我们综合考虑，创设促

使孩子基本动作、身体素质全面发展和接近大自然的环境。 

计划表体现了所投放的运动器械“有趣、简单、多样和富有变化”的特点，

满足幼儿自由选择和创造性运动的需要。 

以车辆玩具为例，富有变化，孩子喜欢，能促进幼儿大肌肉、平衡能力、协

调能力、空间知觉的发展和规则意识的养成，它是我们首选的幼儿玩具之一。 

以民间、传统的运动小器械为例，如：刮刮片、米击子、滚铁环和绳子是我

们常用的玩具，利用这些随手可见的材料，幼儿发挥想象，想出不同玩法。如一

块普通的刮刮片。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玩具叫刮刮片，从而避免了因名字限制

幼儿的想象，随后也没有教孩子应该怎么玩，而且鼓励幼儿自己寻找玩法，并给

了幼儿充分的探索时间，对孩子的别出心裁的创意给与肯定。幼儿利用这些材料

可以一个人玩飞盘，锻炼了孩子的手臂力量；也可以两张垫子拼出一个跨栏，学

习刘翔跨栏或三张垫子拼在一起做成一张椅子，玩“抢椅子”游戏，还能结合听

信号踩着走，在铃鼓声中进行各种速度的走、跳、倒着走，这些小游戏可协调思

维、听觉、视觉和动作的一致性，同时培养幼儿的注意力和反应能力；在游戏中，

孩子们还想出在刮刮片上写上数字，几个小朋友玩“跳房子”游戏；很多张刮刮

片合作拼出一条小路，练习乌龟爬、猴子爬，锻炼了手脚协调能力。 

教师采用激发和引导的方法，鼓励幼儿自主、创造地游戏，孩子们逐渐对这

些我们儿时的小器械产生了兴趣。 

3、运动手圈的实施 

再以许多手圈为例： 

颜色不同的手圈代表不同的运动

项目，运用在混班和混龄的分散运动

中，最初的想法就是让孩子能流动起

来，鼓励孩子多拿圈；第二阶段我们

重点了解、记录孩子对运动项目的喜

好；现阶段，我们侧重观察孩子有目的、有计划、主动的运动，强化“三自由”，

弱化圈的数量，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师生共同塔建和改造运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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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探索是创造教育的驱动力 

   （一）创造条件让幼儿“动”起来 

大自然是幼儿科学探索的最好课堂和材料，其生机勃勃、变化万千的景象为

幼儿的科学教育提供了最充分、最直观、最生动的材料。午餐过后，教师带着孩

子们来到山坡，孩子们在山坡上四散，不一会佳宏带着一片叶子，兴奋地大步走

了过来，一边走还一边喊着：“我找到蚂蚁了！它爬在叶子上呢！”其他孩子也

纷纷涌过来，于是孩子们开始了寻找蚂蚁大行动，纷纷在树下、花丛中找到了蚂

蚁的踪迹。“老师，我们想把蚂蚁带回我们的教室，我们想看着他长大。”一次

意外的饭后散步，激发了孩子科学探索的兴趣。

于是教师提供了一个蓝色盒子，孩子们对这个

盒子颇感兴趣，顾子悦开心地说：“这个好像

果冻哦！”“这个是给蚂蚁吃的吗？”管彦铭

问道。“蚂蚁喜欢吃甜的东西，果冻也是甜的

呀。”顾子悦回答说。接着子语发现了塑料板

的秘密，急着与大家分享：“快看快看，这个

是放大镜呢。”“让我也看看……上面还有尺呢，可以量东西。”然后，孩子们

将捉到的蚂蚁放入蚂蚁工坊，期待蚂蚁打洞。 

除了提供蓝色盒子外，教师还提供了纸和笔供孩子绘画“蚂蚁日记”。孩子

们每天很惦记这些小蚂蚁们，蚂蚁每天都打洞，一个个有序地工作着。“小蚂蚁

能搬那么多东西呀？！”“这只蚂蚁比别的蚂蚁大好多呀。”汪思艺和身边的小

伙伴一边观察蚂蚁打洞，一边认真地把蚂蚁的样子用纸笔记录下来，“小蚂蚁有

三节身体，脑袋大，身体小，6条腿。”汪思艺一边画，一边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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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蚂蚁激发了孩子对动物世界的浓烈兴趣，也提出了许多奇思妙想的问

题，如：“蚂蚁怎么生孩子？”“蚂蚁能搬多重的东西？”“蚂蚁会热死吗？”……

这些问题也等着孩子们一一去验证。 

   （二）幼儿在“动”中享受创造的乐趣 

低结构的材料给于孩子极大的想象，蕴含着孩子无限的创意，充盈着丰富

的探索空间。“蛋塔”游戏一直深受孩子们的喜欢，孩子们用各种材质的蛋、瓶

盖和各种大小、形状的板（比如垫板、透明塑料板、杂志等）来搭建“蛋塔”，

在“蛋塔”区，总能看到孩子们在专注、认真地搭蛋塔，有些孩子为了能够玩“蛋

塔”，总是早早地来幼儿园。有些平时比较调皮、注意力容易分散的孩子也能在

“蛋塔”区域内很安静地游戏，享受游戏的乐趣。孩子们不断地在打破记录，也

从一个人游戏转变为两个人合作游戏，“蛋塔”越来越高，孩子们的兴趣也越来

越浓。 

 

 

 

 

 

 

 

 

 

在搭“蛋塔”的过程中，孩子

们的创意无处不在。有的孩子将垫

板斜着放变成了保护罩；有的孩子

将三角形板和正方形板组合成了房

子的形状；还有的孩子造出了“蛋

糕塔”、“城堡塔”等 

通过科学探索活动，极大地激

发了幼儿的探索兴趣，培养了幼儿

的探索精神，提高了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其以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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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当然，幼儿的探究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需要日常生活与教育实践中有

目的、有意识的培养，应注意接受幼儿新奇的想法和做法，给幼儿提供自由探索

的时间和空间，使幼儿的思维更富有创造性。 

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将不断努力，让创造释放孩子的童真，让创造启

迪孩子的智慧，让创造开拓教师的思维。  

最后让我们一起分享李慰宜老师的话：孩子拼的不是技能，拼的是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