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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美：支持大班幼儿创造力的策略研究
□ 丁玲英

摘 要：剪纸是幼儿美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幼儿创造力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大班剪纸活动的开展能够提

升幼儿的审美能力，发展幼儿的想象力思维和创造能力，并促进幼儿的手、眼、脑协调能力的发展。但是在当下的社会

环境当中，幼儿的创造力被约束却成为了普遍存在的问题。文章尝试从三个方面的角度提出发展大班幼儿创造力的

策略即塑造火热的艺术环境、有效的指导策略、适宜的教学方法，以帮助大班幼儿在剪纸活动中提高自身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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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起源于民间艺术，是美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一项独具魅力和创造性的活动。教育家陶行知曾

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

之人”。剪纸不仅给了我们以美的体验，还给幼儿们创

造了想象空间，幼儿期正是创造的最佳时期，所以通过

剪纸活动，可以帮助幼儿更好地发挥创造力。

剪纸活动需要多种感官去感知审美对象，用脑去

想象、理解，用语言去表述感受，用手去操作来表现自

己的思想、情感。而这种手、眼、脑之间协调并用的过程

正好能够促使大班幼儿的手部肌肉逐渐发育。

孔起英曾记录几名六岁幼儿在欣赏毕加索的《和

平》时所说的第一句话，从研究中发现幼儿是凭借第一

眼的强烈直觉来确定自己的情感基调的。

幼儿期是想象日益丰富的时期。进行剪纸活动是

幼儿探索、思考和想象的过程，所以教师需要在剪纸活

动中引导幼儿观察、大胆想象并折剪创造，让幼儿能够

提炼生活中的感受，实现幼儿从感性思维向着逻辑思

维的转变。

幼儿创造力。幼儿创造力是指幼儿产生出自己前

所未有的新思想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在剪纸活动中

则是指幼儿打破传统剪纸的条条框框，利用已有的生

活经验和对美的感受，而创造出新颖的、超常规的、独

特的剪纸作品的能力。

幼儿园的剪纸通常会根据幼儿的年龄进行调整，

会将剪纸与其他材料相结合来进行剪纸活动，所以根

据这个情况将幼儿园的剪纸类型区分为传统剪纸和创

意剪纸。

在幼儿园大一班剪纸活动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幼儿

现有的创造力水平和教师的指导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在剪纸技术方面，对剪纸活动进行观察可以发现

幼儿基本上能够掌握剪纸技能，即能够按自己画的轮

廓进行剪裁。但是在目测剪（两方折叠剪、四方折叠剪、

（拉花、窗花）自由剪）方面还是存在许多问题。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艺术领域的教育建

议中曾说到：“幼儿绘画时，不宜提供范画，特别是不应

要求幼儿完全按照范画来画”。同时在《幼儿园指导纲

要》中的艺术领域也强调幼儿的艺术作品是“幼儿表达

自己的认识和情感的重要方式”“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

表达”，在表现方式和技能技巧上教师应“给予适时、适

当的指导”。

另外，剪纸作品是否可以体现幼儿的创造力。从大

一班幼儿的剪纸作品中可以发现具有创造性的剪纸作

品很少，大多作品都没有自己的特色、单调、大众化，这

些都是幼儿剪纸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而导致这方面

的原因通常有以下三点：一是因为范画剪纸。使用范画

遏制了幼儿的想象力。二是幼儿本身的创造水平。三是

手工材料太过于单一。

4.2.1 教师指导语

在活动中教师的指导语是否足够吸引人，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这门课是否能够成功。在制作“心愿卡”

的活动中，教师是这样说的：“老师今天带来了两张心

愿卡，你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小朋友们基

本都能很快地发现心愿卡的形状不一样。“这张苹果形

状的心愿卡漂亮吗，你们喜欢吗？你们想不想来试一试

呢？”，在这个时候小朋友通常会回答“想”，但是仔细观

察幼儿，就会发现他们是一边玩一边说的，甚至有的人

眼睛都没有看老师，在这个阶段幼儿的注意力很容易

就会被外界事物所干扰。而这时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创

设轻松、适宜、有趣的学习环境，将情境创设贯穿于整

个活动之中，用趣味性的话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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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环境布置

教师可以在“冬至”或者“元旦”“春节”等这些具有

代表性的节日中通过布置“民间剪纸墙”，让大班幼儿

感受到剪纸艺术的魅力，从而激发他们的剪纸兴趣。

《幼儿园指导纲要》明确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

源，应通过创设和利用环境，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

5.1.1 提供剪纸机会

在大班的剪纸活动中，剪纸要用到的材料是开展

活动的载体，是物质基础。材料的准备、投放和使用对

幼儿剪纸活动的顺利开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如在

“心愿卡”的活动中需要引导幼儿创作不同的心愿卡，

通过对心愿卡的设计、装饰和对技法的掌握等，激发幼

儿的创造意识和审美情趣。

5.2.2 环境创设

利用幼儿完成的一些剪纸艺术品来装饰教室、展

板、楼道、橱窗等区域，让幼儿自行设计版面，开辟欣

赏、展示的天地，从而激发他们剪纸的欲望。

有效的指导策略能够改变幼儿形式单一的教学方

法，提高剪纸活动的趣味性，摆正幼儿的主体地位，激

发幼儿内在的学习动机，促使其萌生创造的欲望，让幼

儿积极主动地参与进剪纸活动。

5.2.1 暗示性策略

教师可以利用多种暗示性因素。在心理环境上，通

过欣赏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使幼儿感受到剪纸的魅

力并萌发剪纸的欲望；在物质环境上，不仅可以通过打

造“剪纸窗”来营造剪纸的氛围，还可以共筑“民间剪纸

墙”和同建“创意剪纸我能行”平台，让幼儿感受到浓厚

的剪纸氛围并自觉进行实践。

5.2.2 回应性策略

在剪花瓶时，教师要引导让幼儿先观察剪花瓶时

的步骤，在幼儿进行剪花瓶的实际操作后，再次让其进

行观察，当幼儿已经基本完成作品后，提醒幼儿：“花瓶

上有许多不同的图案，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进行设计。”大多数的幼儿便会开始动脑筋，来对花瓶

进行装饰。

适宜的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幼儿在剪纸活动中的创

造力。教师在教学问题上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更

加灵活的教学方法，开发幼儿的创造力。一是感官参与

法，让幼儿调动感官，从而激发对剪纸的兴趣。在活动

中让幼儿通过眼睛观察，耳朵倾听，脑袋思考来感受剪

纸带来的乐趣，并获得相应的知识；二是技能推进法，

让幼儿在由浅到深的剪纸教学方法下创造性地表达自

己的想法。在开展大班剪纸活动《美丽的动物》的时候，

引导幼儿仔细地观察大象的结构、体型、生活的环境，

接着就让幼儿自己动手剪，鼓励幼儿用自己掌握的技

能去创造剪纸作品；三是主题互动法，让幼儿在与教师

互动时生成的主题活动中提高创作的能力。为了让幼

儿的创作激情能够得以释放，可以组织幼儿外出感受

大自然，组织一些师生互动的主题活动；四是游戏情境

法，让幼儿在趣味性的剪纸环境下积极地表现，《幼儿

园指导纲要》中强调：“寓教育于生活之中”。如：大班的

美术剪纸活动《奇妙的格子布》，可以先让幼儿将卡纸

或者布剪出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形状，然后再粘贴组成

捉迷藏或停车的画面；五是欣赏评议法，让幼儿在与教

师的互动下体验剪纸成功的快乐。回归童心的幼儿剪

纸教育主要就是采用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方法，重视幼

儿的反思和评价，将幼儿的介绍与评价作为幼儿主动

学习的方式融合在剪纸活动之中，当幼儿主动用语言

来表达他的作品时，教师要认真观察、倾听，并对大胆

想象的幼儿及时地给予肯定，拓展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的发展空间。

剪纸是一门集动手、动脑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作

为一名教师，如何帮助幼儿在剪纸活动中提升审美能

力，如何帮助幼儿在剪纸活动发挥创造潜能，都需要不

断地去探究、总结，在剪纸过程中获取更有效的教学方

法。同时在以上的教学方法中还可以增加整合教学法

即多领域融合教学、共同讨论法等方式以帮助大班幼

儿在剪纸环境中提高自身的创造力，促进其发散性创

造思维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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