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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材料投放方式托起幼儿创造性思维的“桥梁”
宗　震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区域材料是幼儿游戏中重要的物质资源，有效的投放方式可以更好地帮助幼儿开展游戏，促进探索、操作能力的发展。同时

幼儿期是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关键期，材料作为必不可少的资源，通过适当的投放方式为幼儿投放材料，使其创造性思维和意识得到提高。

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在区域活动中高低不同控制性的材料投放方式对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影响，从材料、区域活动、教师和幼儿自身多

角度出发，对教师更好采取投放方式投放材料，促进幼儿创造性思维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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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过程性和独创性的思维，当个体遇到

问题时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进行分析，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产品。

现如今国际大社会发展对“创新性人才”的需要，创造性思维越

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我国也在教育中投入大量精力来培养创造

性人才。创造性思维对个体的影响是终身性的，会直接影响今后

生活中解决问题、创新创造的能力，通过多数研究发现 3 ～ 6 岁

年龄段幼儿创造性发展最为迅速，抓住这个关键期能够更好地提

高幼儿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好基础，因此

研究者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学前期幼儿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

区域活动是目前幼儿园中学习发展的主要活动，其教育功能

主要通过材料进行呈现的，幼儿通过动手操作感知探索，反映他

们对于自身的行为和情感需要。材料投放方式是教师有目的引导

幼儿进行操作从而影响行为的方法，根据性质不同可以分为高控

和低控投放方式，但最终强调的都是通过投放材料使之间相互搭

配，从而促进幼儿良好的发展，也是幼儿进行创造和想象的重要

影响因素。因此，现如今材料投放方式对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研究是重要课题，本文旨在从材料和投放方式出发，探寻高低不

同控制性材料投放方式对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影响，以期帮助教师

采取更适合的投放方式投放材料，促进幼儿创造性思维有所裨益。

一、揭示材料投放方式的“误区”

现如今对于区域材料投放方式的研究发现，主要问题存在于

教师认知缺乏、投放方式单一等，虽然研究中有很多提到了材料

投放方式种类，以及投放的策略，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教师

对其还是不太了解。

（一）教师专业知识认知缺乏。

教师在幼儿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材料投放的

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自身，虽然多数教师教学水平是非

常高的，但缺乏一定对于材料投放方式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且

研究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教师在理念、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和评

价方式上也存在一定 的认知问题，在进行材料投放时，没有能够

很好地结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兴趣需要和学习特点等，使自

身的教学行为脱离理论的支持，在区域材料投放中不能选择恰当

的方式投放材料，从而最终导致材料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有效性。

（二）材料投放方式单一。

在区域材料投放的过程中会经常出现材料种类单一、更新不

及时、数量或多或少等现象，这些都是导致幼儿对区域材料兴致

缺乏不愿意进行操作，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师

不清楚该如何结合幼儿和活动的需要投放材料。调查中发现，大

部分教师对于材料投放方式现有种类并不明确，一般主要是根据

主题活动开展的需要来进行投放，或者只进行单一方式的投放。

因此，当幼儿出现兴趣丧失、区域没人“光顾”等现象时，教师

也不明确该从什么方面着手进行改善，提高幼儿对于材料操作的

有效性。

二、凝练材料投放方式的“结晶”

在材料投放方式的分类中，现如今幼儿园主要是根据投放控

制性的不同划分为高控和低控投放方式，这两种投放方式以教师

的目的而走。高控投放方式是教师在投放之前就带有一定的目的

性，投放时根据目的的需要选择材料进行投放，同时对于材料的

玩法是有着固定的要求，会限制幼儿的玩法和规则；相反，低控

投放方式是教师在进行投放时，对于材料的玩法不加以控制，而

是让幼儿自主的进行探索，自由选择和确定主题，让幼儿成为自

己的“主人”。但这两种投放方式并不限制材料的高低性质，教

师可以通过高控投放方式投放高低结构性材料，也可以通过低控

投放方式投放高低结构材料。因此，这两种材料投放方式对于幼

儿的创造性思维发展都是起着促进作用，但是如何有效性的促进，

是教师对于两种投放方式最为关注的“要点”。

（一）高投放方式，是幼儿创造自信心的“宝藏”

1. 了解幼儿的兴趣需要

高控性顾名思义就是教师对于幼儿材料操作的控制性更高，

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但在投放前教师选择的材料仍要以幼儿的

兴趣需要为主。这些材料是贴近幼儿日常生活的，是能够促进幼

儿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前提。比如：在中班娃娃家中，教师目的是

为了锻炼幼儿的小肌肉群发展和搭配创造摆盘，选择的材料是塑

料刀具、火腿肠、胡萝卜等常见、适合搭配的食物，幼儿通过拿

刀具对食物进行切割来锻炼小肌肉群的发展，同时在后面也会创

造性的去摆盘。这些都是通过高控投放方式投放材料，帮助幼儿

身心全面发展，同时材料的选取也是从幼儿日常生活、兴趣和需

要来进行选取的，这样子幼儿才愿意操作教师投放下来的材料，

增强创造的自信心。

除了要根据幼儿的兴趣需要以外，幼儿的年龄特点也是极为

重要的参考因素。小、中和大班幼儿创造性思维发展是存在差异的，

在进行高控性投放时也要结合幼儿的年龄特征进行选择。对于小

班幼儿来说高控性投放高结构材料，对于他们创造的自信心会得

到加强，比如：在美工区中，小班 一般都是教师出示范画让其进

行填色来认识颜色，这里画笔、画纸和范画跟着教师目的走都是

高结构材料，更多注重的是幼儿知识和能力的发展。但对于中大

班幼儿来说，高控方式投放低结构材料更加适合他们的需要，并

且创造性的自信心也会得到更大的提升，比如：在中大班美工区，

教师虽然也会出现范画，但是不再是让幼儿简单的认识颜色来进

行填色，更多的提供各种毛球、雪花片、毛线、瓦楞纸等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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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让幼儿来进行创造绘画，这也是一种综合材料绘画的形式，

通过有目的性的投放低结构材料让幼儿通过操作来提升创造自信

心。

2. 带有积极目的的投放

高控投放方式是以教师作为主体来进行预设投放的，是教师

按照活动的目的希望幼儿能够提升创造性思维，但教师如何来设

定目的，如何能够产生积极效果都是研究的方向。教师在设计活

动目标时，都是带有一定积极效应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高控性

投放材料，这些材料也是带有一定积极目的来促进幼儿创造性思

维发展的。而积极目的就是教师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个性特点、

兴趣需要等来进行设计，比如：对于大班幼儿而言，其创造力和

思维发展都是非常充沛的阶段，在这时他们有着无穷无尽的想法

想要创造表达出来。教师可以设计建构一个“特色区”，这个“特

色区”可以打破区域之间的联系，让幼儿没有界限的操作各种材

料，这里的材料不管高低结构性材料都是可以的，教师通过带有

积极目的进行高控性的投放材料，促进幼儿创造性和操作能力发

展。但在投放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同幼儿的个体差异性，一个

班级中会存在部分幼儿能力发展较晚的现象，而且大班幼儿情感、

道德发展也处于敏感时期，对于能力较弱的幼儿来说不会操作材

料可能会感到无趣、生气等。这时高控投放方式投放高结构材料

可以更好的让他们在区域游戏中找到自信，愿意表现自己学习到

更多的知识，提升其创造性地能力，慢慢过渡到能够操作更难得

低结构性材料。

（二）低投放方式，是幼儿创造自主性的“关键”

1. 及时关注幼儿行为变化

低控投放方式的本质是让幼儿自主来操作材料，培养其创造

性思维的发展，教师在其中更多是“辅助者”的角色来引导幼儿

自主操作、探索。低控投放方式对幼儿的能力要求较高，同时又

宽松自由，那幼儿的行为变化就是教师选择投放材料的评判标准。

幼儿对于材料的喜爱程度和对问题的疑惑都是不会“隐藏”的，

他们的特点就是直接表达。因此，教师在游戏中将权利更多释放

给了幼儿，让幼儿有了更多自由表现、创造的机会，但也要及时

观察幼儿的行为表现，当出现对材料的无趣、烦躁等行为变化时，

教师就要及时介入来更换材料，帮助幼儿能够自由创造下去。比如：

在建构区的搭建过程中，教师投放了各种废旧的纸壳、牛奶盒等，

让幼儿自由探索进行搭建。这时可以观察到幼儿分为了两部分，

一部分能够利用这些废旧材料与建构区积木创造性的进行拼搭做

长颈鹿、滑梯等，另一部分幼儿明显表现出“手足无措”的现象，

对于这么多材料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搭建，可能会出现走出区域去

到别的区域的现象。那教师就要及时观察幼儿的行为反应来对材

料进行调整，低结构投放方式投放的材料并不是一沉不变的，因

为没有目的性更加自由，就更需要教师灵活性地来进行投放，满

足幼儿创造性的需要，具有自主性的发挥。

2. 隐含规则要渗透

低控投放方式给予了幼儿更多自由探索材料的机会，但也会

出现幼儿无目的操作、无趣等行为现象，这是将低控投放方式“扩

大化”，只看到了让幼儿自主发挥创造，但缺乏了内在的“规则”。

这里的“规则”不仅仅指的是游戏过程中幼儿需要遵循的外在规

则，还有材料选择的规则、操作的规则等等。游戏过程中的“规则”

是需要教师和幼儿共同来进行制定的，这也是游戏能够顺利进行

下去的基本，但更多的是需要教师进行介入。低控投放方式不是

漫无目的的投放，需要教师了解幼儿的兴趣需要、特点，结合生

活实际来进行选择投放，这也是低控投放方式所暗含的规则，有

了这些“规则”能引导幼儿运用大脑自主地创造出各种作品。比如：

中班幼儿正处于创造性发展的萌芽阶段，对于各种材料是感到好

奇的，这时教师要“利用”好幼儿的好奇心，按照本班幼儿的特点、

兴趣和生活需要来作为选择材料的“规则”，在进行低控投放方

式投放材料，才会使得幼儿能够真正充分的运用材料来进行创造，

发挥他们的“小脑筋”。因此，这些隐含的规则可以在教师低控

投放方式的基础上，给予幼儿更多自主创造的机会，提高其创造

性思维的发展，作为提升的“关键”要素。

（三）高低结合方式，共促幼儿创造性思维“阶梯”

高控和低控两种投放方式对于幼儿的创造性思维都有着促进

作用，高控投放方式有利于幼儿达到教师所要求的创造性能力发

展，同时也会极大促进幼儿的自信心；低控投放方式有利于幼儿

自主去进行操作，对于材料的操作更加自由、没有约束性，充分

发挥幼儿创造和想象力，加强同伴之间的交流合作，打开思维创

造的“大门”。但在幼儿园中并不是只有一种投放方式进行到底，

往往是高低控性投放方式相互配合。幼儿发展之间存在着个体差

异性，一种投放方式很难满足一个班级中全体幼儿的需要，因此

两种投放方式相互配合可以更大有效地促进幼儿创造性思维发展。

同时不同年龄阶段幼儿对于材料投放方式的需要也是不同的，比

如：对于小班幼儿来说，创造性思维发展才处于萌芽阶段，更多

依靠的是模仿和独自游戏，过多的低控投放方式投放材料可能会

导致幼儿“手足无措”，从而对材料丧失兴趣。因此，高控投放

方式是小班教师运用的最多的方式，但也可以部分材料进行低控

方式投放，满足个别幼儿个性发展需要，促进其他幼儿增强创造

性能力。对于中大班幼儿来说，创造性思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每天都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新想法，这时教师采取低控投放方

式会更好的给予幼儿自由创造的机会，让幼儿把自己的想法表现

出来，满足创造的需要。同时高控投放方式也是不能缺少，中大

班幼儿虽然有很多创造的想法，但也存在着部分幼儿不知该如何

操作低结构材料、用什么方法创造等，那就需要教师结合各种活

动的目的，通过高控的方式投放材料来培养幼儿创造性能力，让

幼儿运用材料来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创造性。因此高控和低控材料

投放方式应该相互结合，满足幼儿个性发展特点，丰富创造性发

展需要，作为“阶梯”提高幼儿创造性能力发展。

高控和低控投放方式在现如今幼儿园中是比较普遍的，通过

灵活调整来适应幼儿创造性发展地需要，同时抓住幼儿的好奇心

愿意来操作材料，通过动手操作得到能力和知识的学习和提升。

因此，不管是按照教师目的来进行发展，还是自由操作培养自主性，

对于幼儿来说都是能够促进创造性发展，表现自己对于生活和学

习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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