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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所教師如何透

過教學設計來引導幼童創造力的發展，以

及各種創意教學方式對幼童創造力的啟發

與影響為何，最後並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對

幼兒實施創造力教育之建議。本研究之目

的包括：一、探討幼兒創造力教育的定義

與內涵。二、分析影響幼兒創造力發展之

相關因素。三、探討幼稚園教師對創造力

教學之看法與實施方式。四、分析各種創

造性教學方式對幼兒之影響。本研究採用

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探討教師對實施創

造性教學之看法與實施方式，並配合實地

觀察教學之情形與環境佈置，以分析創造

力教學對幼兒之啟發與影響。本研究發現

幼教老師對幼兒實施創造力教學皆抱持正

面與肯定之態度，並認為幼兒園所應實施

創造力教學，以激發幼兒創造力之發展。

大多術幼教老師是透過美術和律動性課程

作為實施創造力教學之主要課程。在實施

創造性教學過程中，主要以鼓勵幼兒自由

發揮創作以尊重幼兒創造力為主要實施方

式，其餘則是透過團體討論或腦力激盪方

式作為實施創造力教學之方式。 
 

關鍵字：幼兒創造力、創造力教學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en kindergarten teachers teaching of 
creativity, and understand their attitude of 

creative teaching for children. The major 
findings were:（1）seven kindergarten 
teachers implemented creativity-teaching and 
have teaching behavior for creativity;（2）All 
the teachers believe the creativity-teaching is 
good for develop of young children （3）All 
the teachers think home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can effect the creativity develop of 
young children.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future study and impetus 
of education for creativity.  
 
Key words: teaching for creativity, creative 
teaching 
 
 

二、緣由與目的 
21 世紀是人類知識與經濟面臨快速轉變的

時代，在競爭日趨多元化的國際舞台上，

往往必須具備突破傳統的創造性競爭力才

能領先群雄。因此，各國在教育制度上亦

不斷的求新求變，希冀能培育出具有創意

與創造力基本素養的國民。我國自民國 52
年便開始有關創造力發展的研究與教學實

驗，民國 88 年公布的「教育基本法」，也

將創造力列為教育的目的之一；直到民國

91 年教育部公布「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後，

更加速全面推動創造力教育，其施行範圍

涵蓋幼稚園到大學各個階段，其不僅象徵

著創造力教育時代的來臨，亦定位了創造

力在我國教育改革與國家知識經濟發展中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發展的角度來

看，幼兒本身即具有創造力，也是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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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潛力與特質，如果在成長階段能多

提供其嘗試、發揮與運用的機會，將有助

於其未來創造力的發揮。因此，如何提供

適合創造力發展之環境，以及提供多樣化

的學習與刺激，並且透過成人適時有效的

引導與激發，都是影響幼兒創造力發展的

關鍵。幼童本身即具有創造力，而且其早

期所接觸的環境乃關係著其創造力進一步

發展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幼兒園

所教師如何透過教學設計來引導幼童創造

力的發展，以及各種創意教學方式對幼童

創造力的啟發與影響為何，最後並根據研

究發現提出對幼兒實施創造力教學之建

議。本研究希望探討下列問題： 
（一）幼教老師對於創造力教學的看法為

何。 
（二）幼教老師實施創造力教學的作法為

何。 
（三）幼教老師認為促進幼童創造力發展

的因素為何。 
 

三、結果與討論 
 

(一)幼教老師對幼兒實施創造力教學皆抱

持正面與肯定之態度，並認為幼兒園所應

實施創造力教學，以激發幼兒創造力之發

展。 
(二) 目前在班級中有實施創造性學經驗者

佔7位，其餘3位則是無實施創造性教學之

具體經驗，但是對實施創造性教學表示非

常樂意嚐試。 
(三)目前在班級中有實施創造性學經驗者

佔7位，其大多選擇透過美術和律動性課程

作為實施創造力教學之主要課程，其餘尚

包含語文及數學課程。 
(四)在實施創造性教學過程中，幼師主要以

鼓勵幼兒自由發揮創作以尊重幼兒創造力

為主要實施方式，其餘則是透過團體討論

或腦力激盪方式作為實施創造力教學之方

式。 
(五)幼教老師認為影響幼兒創造力發展之

因素包括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之方式，其

是影響幼兒創造力發展之主要兩大因素，

其餘影響幼兒創造力發展之因素則包括幼

兒個人之特質與幼教老師的引導等。 

(六)根據10位幼教老師訪談結果顯示，在愈

權威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環境中，幼兒

創造力的發展將愈受限制，反之愈民主自

由式的教育方式，愈有利於幼兒創造力的

發展。 
四、計畫成果自評 

(一)本研究成果呈現個案園所中幼教老師

實施創造力教學之實際狀況與原計畫規劃

之發展方向相符。 
(二)本研究以問卷訪談 方式，與個案幼教

老師共同探討教學現場實施創造力教學之

實況，並協助幼教老師反思其實施創造力

教學之模式，充分達成預期研究目標。 
(三)本研究成果可提供給幼兒園所及幼教

老師在實施創造力教學的實務應用與學術

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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