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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幼兒啟發幼兒啟發幼兒啟發幼兒的的的的創意藝術創意藝術創意藝術創意藝術潛能潛能潛能潛能    

    

藝術教育在培養學生的直覺、推理、想像、創造、平衡多種思維方式、交流、自信、自

尊、自律、合作、競爭的認知、技能、情感因素中起著重要的作用(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 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2000；周穎詩，2001)。亦有研究(Elizabeth Murfee, 1998；

余樹德, 2001)指藝術除了能有效培養情操外，更能與其他技能產生相輔相承的效果，有

助於全人發展。 

 

我們確信藝術教育是每個人的權利，藝術提供另類學習模式，與生活息息相關。藝術源

於生活，生活亦刺激個體的藝術觸感與表達能力，更提供機會及空間刺激其思考和實

踐，並陶冶性情。藉著藝術與生活的探索與體驗，個體可透過自我思考，運用已有的知

識去發揮、創作。這種自我發掘的學習模式，可訓練個體的獨立思考和批評能力，及提

高他們的學習興趣 (香港藝術發展局, 1999)。 

 

基於美藝是一切教育的基礎，更是發揮幼兒與生俱來創造力的媒介，所以我們策劃了一

連串配合幼兒興趣和需要的美藝活動，如在幼兒日常活動中建構音樂、舞蹈、戲劇、烹

飪及美術等，讓幼兒在毫無壓力的空間下，透過創意思考去自由發揮，使其在想像、設

計、創作、觀察、感受等方面獲得啟發；亦讓幼兒透過想像，運用不同媒介表達對美的

感覺，並在接觸過程中逐漸培養興趣和啟發潛能。另外，本處更分別在 1999 年及 2003 

年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進行幼兒創意美術培育及幼兒創意戲劇培育研究，建構出一套有

效的培育方向和策略，而在創意美術活動推行上，就設定了以下推行元素： 

 

� 引發動機，培養興趣：透過討論及分享不同的題材，幼兒一起訂定持續性的探索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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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定主題、建構基礎：透過參觀、訪問、實地考察、探索活動及定期參觀藝術館

等，讓兒童掌握具體知識，誘發想像和創作意念。 

� 誘發想像、實踐創作：藉著提問、討論分享、聯想和移情的練習，幫助幼兒將再

造性意象具體化和明朗化，並透過更深層的觀察，讓幼兒將經驗重塑，衍生更深

化的意念和進行創作。 

� 分享喜悅、凝聚創意：完成創作後，幼師讓幼兒互相分享創作意念和介紹作品特

色，並將作品展陳，讓幼兒間及家長有機會欣賞。 

 

   

 

至於幼兒創意戲劇的培育，我們以遊戲作為戲劇創作的起點，與幼兒以「起、承、轉、

合」四個元素作為基礎，透過五個活動推行步驟來培育幼兒的知識、技巧和態度，它們

包括： 

 

� 引起動機：藉著幼兒間彼此的討論，啟動幼兒無限的好奇心，渴望進一步探索和

認識他們感興趣的事情。 

� 計劃與準備：知識是創造力的基礎，故幼兒與幼師會一起進行連串探索活動，讓

幼兒獲得豐富的資料，引發想像力和創作意念。 

� 熱身活動：透過特定的音樂和動作，引動幼兒自然地投入和貫注於即將開展的戲

劇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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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化活動：利用故事接龍遊戲串連他們的故事片段，並尋找出故事的「起、承、

轉、合」四個環節，一起創造故事人物的性格、處境和經驗，逐漸將整個戲劇的

骨幹藉由不同的轉化活動衍生出來。 

� 演練：幼兒把他們創作的戲劇，透過語言、肢體動作、配合音樂節奏，透過初演、

研究與評鑑、複演和公演等，延續幼兒對戲劇創作的熱忱與成就感。 

 

除正規的課程外，我們更探求把藝術與其他科

目結合，為幼兒營造一個滿有藝術氣氛的學習

環境，例如把藝術與幼兒的專題研習活動、文

學欣賞與創作活動、公民素質培育活動，甚至

與不同的藝術媒體結合，從而發展他們的創

意、觀察、表達、分析及欣賞能力。我們相信

美感的培育實不應只限於學校環境裡，應讓兒

童走入社區以豐富藝術欣賞經驗，故學校會定期安排幼兒或親子參觀藝術館和藝術表

演，也會與藝術工作者合作，安排分享與交流，務求將幼兒置身於藝術生活中，希望幼

兒能潛移默化地對藝術產生嚮往、追求至探索；由觀察、欣賞、觸摸至嘗試；由實踐至

體現的渴求；透過生活進行全方位的滲透，讓幼兒體會藝術乃生活的一部分，並自小便

學會欣賞藝術品；除了到公營的博物館外，我們亦會與私人畫廊合作，定期舉辦和參加

一些為幼兒而設的藝術展覽和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