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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書將創造力的培養方式融入在日常生活

中，以簡單實用的例子啟發讀者如何用各種不同

方法激發孩子的創造力，讓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實

行看看。

心得

書中提到「創造力與生俱來，且養育孩子的

頭幾年，將會是人生中最有啟發性的篇章」，這

句話使身為幼兒教師的我，感到自己何其幸運也

何其重要，扮演著啟發幼兒創造力之關鍵人物，

書中提供了許多簡單易行的方法，像是晨間隨

筆、創造性探險及睡前分享，只要願意放開心胸

去嘗試看看，就能夠幫助自己把舊思維注入新觀

念，透過成人態度和行為的改變，隨時隨地都有

可能影響著幼兒的創造力。

「培養孩子的創造力永遠不嫌早，也不嫌

晚，只要帶著一顆開放的心」。令人讀了非常振

奮，因為只要用對方法，做就對了，創造力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逐漸養成。書中用許多小故事當例

子，教導我如何從生活中，用簡單的方法去啟發

孩子的創造力，也教導成人該如何善待自己，鼓

勵成人每天投入十五分鐘在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並

樂在其中。

作者認為現在許多父母用3Ｃ產品教養小

孩，時間久了，彼此之間沒有溝通，孩子的情感

得不到父母的回應，心也慢慢感受不到周圍的溫

度，漸漸對這個世界失去感覺而變成一個無感的

人，心中又怎麼會有愛？也不可能創造出讓世界

變得更好的作品，因為沒有感覺的人，是不會感

到感動的。為了不要對這個世界失去感覺，就必

須讓孩子「與生命連結及辨識各種環抱我們的生

命形式，才能夠滋養我們與孩子的創造靈魂」。

而我們一再強調的美感教育，較多時候會從

人為的美當作出發點去進行探索，卻忘了要回到

根本，去體驗自然萬物之美，這才是真正能洗滌

心靈、啟發孩子內在創造力的原始之路。聯想到

自己任教的學校座落在萬里和金山區的中間，校

風純樸，但校園遍布綠地，植物種類繁多，生態

資源豐富。天晴的時候，到處可看見蝴蝶飛舞；

傍晚則伴隨著青蛙叫聲入眠；校園中不時可見不

同鳥類的身影；草叢中還會出現蜥蜴、變色龍、

獨角仙等小動物，甚至連蛇也是校園嬌客。每當

我帶幼兒到戶外活動時，往往可以在蝴蝶蜜源區

待上好一陣子，追著蝴蝶跑就可以讓孩子們感到

開心不已，在親近大自然的同時，一種安全、放

鬆的感覺籠罩全身，使身心靈得到暫時的快活，

透過幼兒的感官去感受眼前的美景，激發他們的

心靈之美。透過校園環境中美的元素，引導幼兒

對美的體會和感動，無形中對周遭產生多一分審

美的態度和心靈。

此外，作者提醒我們要時時刻刻叮嚀自己別

忘了「在培養孩子創造力的同時，保持信念很重

要，信任和支持幼兒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入幼兒

活動之中，和他們一同用感官去感受這個世界所

帶給他們的點滴」。因為，幼兒的學習經驗往往

《向藝術家看齊！啟發孩子創造力53個練習》
之一位幼兒教師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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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知覺感官的直接接觸或嘗試得來的，他們

需要的是一個具體的、實際的、操作的、遊戲化

的學習活動，讓美感教育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

同時，我們必須理解孩子「創作過程中，混

亂是必然的現象，呈現出來的作品才能夠驚為天

人」！唯有讓孩子在創作過程中盡情表現自我，

釋放壓力，才有可能有令人驚豔的作品產生。所

以，身為教師的我們，必須在過程中容許混亂，

讓孩子可以放手大膽嘗試，不用擔心怕弄髒而顯

得小心翼翼，只要在創作告一段落時，陪著孩子

一起還原現場即可，我想這就是所謂創造力必須

在規範中產生，給孩子一個安全的框框讓他在裡

面進行創作，即使不小心跳脫框框，只要記得回

到框框內即可，因為「突破」其實是創造的表現

方式之一。

培養孩子創造力的方法可以有許多種，教師

可以視自己的需要去調整，睡前床邊故事的效用

從以前流傳到現在；聆聽孩子內心的聲音，適時

給予回應；尊重孩子，鼓勵孩子今天比昨天更進

步等，都是可以實行看看的好方法。

把孩子照顧好的首要條件，就是成人應該先

把自己照顧好；希望孩子將來變成一個什麼樣的

人，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就應該用什麼樣的

方式去對待孩子，為孩子樹立一個最好的榜樣！

與各位幼兒教師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