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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

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

比小孩还要小。”这是人民教育

家陶行知先生写的《小孩不小

歌》。简单的28个字，却充分体

现了先生相信儿童、尊重儿童、

理解儿童的教育思想。

忘了你的年纪，变成一个十

足的小孩子，加入到小孩子的队

伍里去，和小孩子一块儿玩，你

立刻会发现小孩子的能力大得

很，他能做许多你不能做的事，

也能做许多你以为他不能做的

事。你若想在愚笨中体会出“真

牛顿”，在平凡中体会出“真瓦

特”，在坏蛋中体会出真的“爱迪

生”，必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孩

子。

相信孩子在游戏中体现出神奇

的探究能力，他们能发现隐含在游戏

材料背后的多种功能，视角远远比成

人更加多元；孩子们在游戏中怀着勇

敢挑战自我的精神，并在完成挑战的

自然体验中获得成就感。

一、相信游戏的力量
一个孩子就像一颗种子，如果你

把它剥开，要抽出芽来，它就死了，如

果你把它埋进土里，给它水分，它反

而能够茁壮成长。每一个孩子都有

自己的潜能，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发挥

出来，但关键不在于这种潜能是什

么，藏于何处，这在于我们培育它的

方法。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过：

“小孩子生来是好动的，是以游戏为

生命的。”儿童就像小鸟，没有游戏的

翅膀，无法自由飞翔在想象的天空。

儿童的生活和成长离不开游戏，唯有

游戏能够让孩子绽放灿烂的笑容，给

童年渲染缤纷的色彩。“每一个正在

做游戏的儿童的行为，看上去都像是

一个正在展开想象的诗人。你看，他

们不是在重新安排自己周围的世界，

使它以一种自己更喜欢的新面貌呈

现出来吗？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对这

个新世界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对自

己的游戏十分当真。”这是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说的。

童年的千万种美好，多半是在游

戏中产生；童年的千万般记

忆，多半是在游戏中留下。相

信游戏是学习开始的地方，即

使简单的游戏也蕴含着丰富

的内容，将孩子们的兴趣、热

情与向往都包含在内。游戏

把孩子们带进了属于他们的

特殊世界，每一次问题的解决

都是他们学习与人相处的机

会，每一种体验都是他们积累

生活智慧的时刻。

二、培育教师游戏素养
游戏素养是幼儿教师的

核心素养之一。

基础游戏素养需要读懂

游戏现场的幼儿“需要”。例

如，男孩们准备玩水，却发现

水闸坏了，但孩子们仍想玩水，教师

认可孩子们尝试各种方法，游戏不就

是帮助孩子实现他们的想法吗？乌

鸦喝水法、运水法、引水法。让幼儿

自主游戏，老师要做的就是信任、追

随、等待、欣赏。

核心游戏素养是指支持层级递

进的“幼儿游戏”。如挑战多米诺、与

材料轻重的关系、轻质材料与长度、

距离的重要性、转弯的技巧、集体合

作大型图案、复杂图形的建构等。让

孩子在游戏中体验层级递进，其主要

路径也是让幼儿自主游戏，老师在一

旁进行材料补给、经验分享、技术帮

扶。如果儿童的游戏只是停留于一

天天如工匠般的重复，那是教师的失

职。

关键游戏素养便是在“发现”中

引导“发展”。如“石磨之玩与学”，在

玩中教：石磨是怎样磨出粉末的？学

中玩：怎样磨省力？钉子能磨碎吗？

又如“教与玩混搭”，其主体内容是幼

儿玩与教师教的交融；游戏之于儿童

是玩耍，之于教师是教育，之于教育

是发展。

幼儿园师幼之间的游戏过程犹

如一场浪漫的恋爱：相识是指在游戏

中解读幼儿心灵，相知便是在游戏中

走进幼儿内心、在游戏中与幼儿心灵

辉映，相辅便是在游戏中丰富幼儿精

神世界，相助即为优化游戏成长功

能。

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

动，它是各种思维形式综合的结果，常借

助于灵感、想象、联想等因素，其结果是

提出新的观点和概念，创造性是其本质

的特点。

长期以来，在美术教学中，创造性思

维的培养受到严重的忽视。美术课和其

它课程一样，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传授知

识的课程，学生依样画葫芦。其实，学生

绘画要有新意，而不是单纯的模仿和重

复。在绘画过程和结果中所表达的任何

一点创新，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

因此，老师在上美术课，不单是一种

美术知识的传授，也不仅是技能的训练，

而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思维培养。那

么，怎样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呢？

一、培养思维的独特性。创造性思

维能力较强的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往往表现出独特的见解。当大多数学生

拘泥于一般的绘画原则和方法时，有些

学生却能运用与众不同的方法，而取得

满意的效果。

笔者在教《图案、满地纹样》时，首先

介绍了基础知识，然后讲述掌握绘制这

种图案的技法，并且示范印制了这种纹

样。在学生作业之前，提问“哪一位同学

能用与我不同的工具和方法绘制满地纹

样？”从而鼓励学生运用创造性思维来求

得与教师不同的方法和解答。结果，不

少学生开动脑筋，尝试在绘制过程中有

所创新：有的用乱线头，有的用丝瓜筋，

有的用山芋头，有的用破抹布。就是用

布头的学生也别出心裁地将它折成一定

的几何纹样，沾上青莲、橙黄、苹果绿等

各种颜料，绘制出各种风格、色彩和布局

的纹样，表现出思维的独创性。

二、培养思维的流畅性。创造性思

维的另一个特点，是思维非常灵活流

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中，当按照

一般常规难以解决时，它能灵活地改变

方向，突破原有的思路和格局，从而使问

题顺利解决。

笔者在指导学生素描时，先给学生

提供了几只苹果、一种玻璃杯和各种颜

色的液体，以及冷暖色调和色彩纹样不

一的背景布。然后笔者选择了一块背景

布铺在桌子上，在背景布的前面放上茶

杯，倒入彩色液体，杯边再放几只大小、色

彩不一样的苹果，这就形成了一种素描构

图。再要求学生运用这些道具变换出各

种色彩和调子的构图。学生在启发下，变

换光线、角度、背景布、液体的颜色、苹果

的位置等，结果就产生出各种各样效果的

构图。学生既练了形体和素描技能，又培

养了思维的流畅性和变通性。

三、培养思维的求异性。创造性思

维的主要特点是思维的求异性，所以又

称为求异性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往

往不满足于已知的结论，而是追求探索

未知领域，爱好标新立异。

在讲授形体结构、明暗调子、色彩调

子等基础知识的过程中，笔者也十分注

意求异思维的培养。例如在讲构图知识

时，笔者按照教材在着重讲了三角形构

图的同时，列举了诸如林风眠等画家所

用的各种奇特的构图法，从而引导学生

在构图训练中的求异。同时引导学生力

图在艺术上有所求异，如用各种纸张表

达不同的绘画效果；用煤油、竹头、布料

作工具等。当然，这种求异不是反常的

去寻找奇特，也不是荒唐的、漫无目的和

违反艺术根本规则的。

四、培养思维的顿悟性。创造性思

维必须借助于直觉、想象、联想，而且常

常借助于灵感和顿悟，这就是我们所说

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即艺术上的灵

感。这种灵感和顿悟，是创造力迸发的

催化剂和触发剂。

笔者在教《山（中国画）》这一课时，

先讲述了画山的重要性，然后陈述画山

的步聚和技法，再示范，然后布置作

业。当学生按要求画好后，笔者又灵机

一动，提出每个学生在这幅画上再添一

两样东西，加上签名印章，使其成为一幅

完整的国画。

学生在笔者的要求下，也灵机一动，

有的添上了远山和雾，有的在山脚下画

了个小亭子，有的描了几个小人物，有的

画上曲折的溪水和瀑布等，使枯燥的技

法训练变成了启发灵感和顿悟的创造性

思维训练。

美术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攸县教育局 范小江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低年级阅读教

学要使学生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一年级上册第四单

元的第一篇课文是《秋天》，课文描写了秋

天到来时大自然景物的变化及特征，表达

了作者对秋天的喜爱、赞美之情。这是小

学生进入小学后所学的第一篇语文课文，

它承担着开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快乐旅程

的任务。因此课文的设计要激发学生浓厚

的语文学习兴趣、落实课文的语文要素训

练点，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的方法，练习语言

表达，使每一个孩子都积极参与语言文字

的学习和讨论，走进文本，识记汉字，积累

词汇，提升语文素养，让孩子美好的语文学

习生活就此打开。

一、第一次出现多音字。本篇文章课

后习题第一题的内容为：朗读课文，注意

“一”的不同读音。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

说，多音字“变调”是一个专业名词，不太好

理解，所以课本总是说“一”的“不同读音”，

没有说“变调”。“一”字共有三种读音，这是

朗读好这篇课文的难点。

《秋天》一共出现了四个“一”。分别是

“一片片叶子”“一群”“一会儿”“‘一’字”。

这些“一”有不同的读音。教学时可以这样

设计：

孩子们，课文中有一组会变魔术的生

字宝宝，你们会叫出它的名字吗？接着请

学生读词语：一片片叶子、一群大雁、排成

个“一”字、一会儿。

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同时将

PPT 中的“一”字标红放大，并注上拼音。

“一”很会变魔术，在不同的词语里摇身一

变，变成了不同的读音。

那么，好多“一”调皮地藏在了这个长

句子里，你还能读好吗？“一群大雁往南飞，

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

字。”让学生尝试读这句话。

读着读着，你的脑袋里有没有很多的

小问题要问“一”呢？为什么“一”要这样变

化着读？我们怎么才能记住“一”的不同读

音呢？

同学们，如果“一”不变读音，那会怎样

呢？听老师读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通

过比较，引导学生明白“一”变化读音后读

起来更好听更有节奏感。记住“一”的读音

其实是有方法的，多读就能记住，再引导学

生读句子。

二、第一次认识自然段。课后习题第

二题的内容为：数一数，课文一共有几个自

然段？自然段是在教材中第一次出现，学

生是陌生的。教学时可以这样操作认识自

然段：

首先通过PPT引入课文，三个自然段

文字用不同颜色标示。指名三位同学读，

老师解释，每人读的这段话，就称为一个自

然段。

引导学生观察：这篇课文和我们前面

在识字单元和拼音单元学过的小儿歌都不

一样，你们发现了吗？学生会发现课文每

写完一处另起一行。

继续指导学生观察发现每一个自然段

前面空了几个生字宝宝的位置？识字多的

小朋友可能会注意到书上的泡泡内提示了

这样一句话：自然段的前面有两个空格。

不认识的小朋友通过观察再次发现每个自

然段开头要空两格。

最后由学生总结自然段的两大特征：

写完一个自然段另起一行、空两格。

三、第一次标记自然段。老师先示

范：为了小朋友学习的方便，老师常常要

给课文标上自然段。“现在老师在第一个

自然段前面标上①，表示这是第一个自然

段。你能学着老师的样子，标一标第二、

三自然段吗？”在学生标好自然段后，老师

再示范正确答案，指导没有标对的学生自

己改正。

为了巩固标记自然段的学习效果，老

师还可以让学生把课文前面一页《语文园

地三》中的《小鸟念书》这篇课文标上自然

段。因为接下来的几篇教材内容都不是这

样的课文而是儿歌了，儿歌是有明显的小

节分行的。

“数一数自然段”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

说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在后面的课文教学

中也要常常巩固，可以在预习时就让学生

先标记好，再数一数。

《秋天》在整册教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解决好三个“一”的问题，才能让每一

位孩子都积极走进语文，积累词语，学会表

达，提升阅读能力，迈好语文学习的第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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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好语文学习的第一步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古汉城小学 史高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