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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造力就是创新的能力&创造力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幼儿教育作为儿童接

受教育的初级阶段$对儿童创造力的发展起着无可比拟的作用&诸多研究表明%幼儿的创造力主要是通过绘画'音乐'舞蹈'

手工制作和游戏等活动表现出来$并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发展&因此$在幼儿园深入开展美术教育$必能促进儿童创造力的发

展&李吉林情境教育理论更关注情境的呈现$问题的开放$材料的适度$内容的选择$倡导让儿童在生动'趣味的情境中进行

充分的表达'表现与创造&本文阐述了将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的理论注入幼儿园常态的美术教育中$并探索出情境美术的有

效路径和方法$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创造$保持儿童创造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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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民族要想称雄于世界$必须依赖于一大批

创造型人材的培养&美国著名教育家泰勒说%,创造

力不仅对科技进步$而且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有重

要的影响&哪个国家能最大限度地发现'发展'鼓励

人民的潜在创造性$哪个国家在世界上就处于十分

重要的地位&-全国创造教育研究学会秘书长'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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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王灿明教授指出%面对中小学创造性思维发展

中的高低起伏现象$特别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停滞

或者下降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采取积极

的行动$进行有意识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

*

#

+

.

%A

$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中指出%幼儿期是幼儿

获得艺术表现力'创造力的最佳时期$幼儿可以通过

感受生活中的色彩'形状'声音等来创造性地表达自

己的情感体验$创造性地表达对事物的理解&

*

!

+

幻想使儿童得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成为一个新

世界的主宰$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显得更加丰富'鲜

活和充满力量&

*

%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儿童的幻

想与创造潜力受到环境与成人的忽略甚至扼杀$主

要与现在成人对儿童的教育方式侵袭和教育功利性

的压制有关&如$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对整个教育的

影响$高考指挥棒指挥着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

在各地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仍然存在$教数学'教拼

音'练写字随处可见$严重影响着幼儿的全面且整体

性地发展$扼杀了儿童与生俱有的创造潜能&小学

化的教学形式'家庭中的电脑'手机的过早使用$使

儿童成为静坐的动物$削弱了孩子的创造能力$最终

导致孩子习惯于听说'习惯于观看'习惯于喧闹$丧

失了动手与思考'想象与创造的能力&

幼儿园的艺术活动特别是美术教育弥漫在幼儿

园的每个角落$在走廊$在过道$在区角$在教室$无

不呈现美术活动的成果$也无时不在的影响幼儿的

视界&传统的学前儿童美术教育往往更倾向于对幼

儿作画的技能技巧'作品的美观精致教育$教师在教

学中往往采取灌输式方法$予以过多的示范讲解$忽

略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一味地以教师为主体$将儿

童置于从属地位$使得他们无法真正的发现美'体验

美'感受美和表现美$进而失去了独立思考'自主探

索的机会$在美术活动中变得习惯于听说'观看'跟

风$所呈现的作品都成了固定的模式$没有新意$严

重影响了儿童创造力的发挥与培养&

幼儿的创造力属于表达式创造力$以自由和兴

趣为基础$常因情境而产生$随兴趣而感发$不考虑

产品的价值大小$如$幼儿的涂鸦绘画$幼儿的创造

力主要是通过绘画'音乐'舞蹈'手工制作和游戏等

活动表现出来$并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发展$儿童游戏

情境的模拟'充当的游戏角色'对游戏材料的遐想无

不充满着想像&因此$如何保护和开发幼儿创造潜

力成为我们一代幼教人不可忽视的责任&

著名儿童教育家李吉林老师在情境教育理论中

指出%每个儿童的大脑都孕育着创造力$这个创造力

如同一粒沉睡在土壤中的种子$急切地盼望破土而

出&而情境就是最适合唤醒儿童创造力的有机土

壤&在美术教育活动中$一个丰富'灵动的情境对儿

童创造灵感的激发'创造行为的实现'创造能力的提

升有着直接性的影响&为提高学前儿童创造力$情

境教育理论更关注情境的呈现$问题的开放$材料的

适度$内容的选择等$倡导让儿童在生动'趣味的情

境中$借助绘画'剪贴'捏塑等各种艺术手段$进行充

分的表达'表现与创造&

本研究就是将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的理论注入

常态的幼儿园美术教育中$将美术教育植根于情境

教育$着力优化常态美术教育环境$提高学前儿童的

审美情趣和审美创造$探寻灵活'生动的教育路径来

丰富美术活动形式$从室内延伸到室外$从集体过渡

到小组$从教学转化为游戏等来诱发学前儿童的创

造力&

二"理论依据

学前美术情境教育与儿童创造力发展的实验研

究是在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美

术领域的情境教育来促进儿童创造力发展的研究$

具有丰厚的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在%

#一$当代脑科学的理论

最新的脑波研究表明$成人的学习波多是
&

波$

&

波适宜进行抽象思维和对抽象事物的感知$而幼

儿期是
'

波的活跃期$

'

波对直观形象的信息非常

敏感$而且接受后终身难忘&

'

波对于触发深沉记

忆'强化长期记忆等帮助极大$所以
'

波被称为,通

往记忆与学习的闸门-&因此$在幼儿期多让儿童的

感官直接参与绘画'手工等美术活动$就可以让儿童

获得各种生动的形象以及大胆想像$以此顺应脑波

的发育特点$强化记忆$积累创造素材&正如南京师

范大学教授边霞所说,在学前阶段对儿童进行艺术

教育符合儿童学习方式的特点$有助于儿童艺术潜

能地合理而有效的开发&-

*

%

+

#二$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与创造力的思想

李吉林老师在情境教育的探索中围绕,儿童-和

,创新-两个关键词$开展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教

育活动$形成了丰富的创新教育思想&她认为创造

力就是解除传统束缚的思维力&几乎每一个儿童的

大脑都隐藏着巨大的潜能$具有无穷的创造力&但

潜在的智慧并非已成现实$这是一种,沉睡的力量-$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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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沉睡$就需唤醒$且要及时唤醒&若得不到及时

开发$儿童的这种,可能能力-便会产生,递减现象-&

为及时的唤醒并激活儿童的创造能力$就需要营造

一个开放并充满挑战的情境$让儿童在适宜的情境

中美美地想'美美地创'美美地乐&

#三$学前儿童创造教育研究理论

创造力是人人皆有的一种潜在的自然属性$即

人人都有创造力&在我国$孟子就有,人人皆尧舜-

的说法$这也是,人人都有创造力-的一种朴素思

想&

*

D

+但创造力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表现不同$幼儿期

是创造力的萌芽时期$与青少年和成人的创造力相

比$有其独特的年龄优势&西方学者托兰斯及其同

事对儿童创造思维发展的年龄特征研究中发现%

%

%

B

岁是幼儿创造力倾向发展较快的时期$

B

岁以后呈

下降趋势&

*

B

+之后$一些学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即随着儿童的成熟$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趋于下降$通

常到
B

岁时,停滞-&

*

$

+我国学者董洁等对幼儿创造

力进行研究后也发现$幼儿创造力发展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不断上升$

DAB

岁时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发展

达到了一个高潮$大约从
B

岁起幼儿的创造力开始

出现下降趋势&

*

C

+

#四$儿童艺术教育理论

创造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开展的$创造者所

处的环境对其创造行为将产生影响$创造环境是一

种特指$它不是泛指整个环境$而是指整个环境中的

一部分$主要是影响创造主体的创造力发挥或发展

的那部分环境&

*

D

+在学前美术情境教育环境中$儿童

通过艺术与别人交流$内心会产生喜悦的情感$精神

上也获得一种满足$这种审美愉悦感反过来成为儿

童进行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活动的动力$并由艺术

这种符号化的人类情感形式泛化到儿童生活的其他

领域$丰富和发展其情感世界&

*

X

+

三"实验方法

#一$确定实验班与对照班

为分析比较学前美术情境教育对儿童创造力的

影响$本课题在大'中'小三个年龄段分别各选择了

一个班作为实验班和一个班为对照班&实验班与对

照班幼儿人数基本一致$男女人数均衡&

选择实验班级老师均为本园在职教师$始终负

责课题的具体实施&教师自身具有扎实的美术教学

功底与浓厚的科研意识$建立了专家团队$由南通师

范第二附属小学李吉林老师'南通大学王灿明教授

等组成&

#二$实验变量

#?

自变量

本课题自变量为学前美术情境教育&学前美术

情境教育亦称情境型学前美术教育$指的就是将

%

1

$

岁儿童的美术教育镶嵌在一个有情有趣的网

络式师幼互动的广阔空间里$让儿童在充满情趣的

美术情境中$能动感受'大胆表现$最终进行艺术的

表现与艺术创造&

!?

因变量

本课题的因变量是学前儿童的创造力&创造力

除了,智力-之外$还包括敏锐力'流畅力'变通力'独

创力'精进力等五种能力&课题研究中$我们更关注

儿童的兴趣'习惯对创造力的影响$并观察幼儿对事

物观察的敏锐度'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解决问题

的角度等&

#三$测量工具

测量工具采用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美国明尼苏达

大学心理学教授托兰斯编制的创造力测验法111

,托兰斯儿童创造力图画测试表-&该工具主要考查

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成就的智力能力$涵盖发散性思

维能力'好奇心'假设性思维'想象力'情感表现力'

幽默感'打破常规的能力等方面$被业界认为是对发

散性思维的可靠检测&

四"美术情境教育的路径和方法

#一$情境美术教育的路径

结合当下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我们对美术

情境教育与课程游戏化进行了融合$探索了,集体美

术情境教学'美术馆主题情境活动'班级区角情境游

戏'户外生态情境美术教育-四个途径进行美术情境

教育与创造力发展的研究&

#?

集体美术情境教学活动&它是我们在研究中

最为常用的一种活动方式$是通过全班儿童的共同

参与来进行的日常情境教学活动&通过音乐情境'

图画情境'操作情境等来促进儿童创造力发展&在

集体美术教学中$怎样的情境更能推动儿童的创造

力是课题研究的关键点$根据这一命题$课题组对每

一个美术活动都进行了情境的设计与优化&有通过

先期情境阅读$在语言情境中激发儿童的创造欲望$

开拓儿童的创造思路$如中班美术,可爱的蜘蛛-就

是在从情境阅读,啊$蜘蛛J-引发的活动!有的是通

过美术大师作品为幼儿创造一个充满想象的唯美艺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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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情境$来让儿童获得灵感$展开想象$大胆创造$如

大班美术,星空-就是通过欣赏大师米罗的,星空-作

品来进入意境'充分创造的案例!有的则是利用生活

情境$通过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让儿童获得认知$

实现创造&如大班创意添画,橙子变变变-就是以独

特的生活视角$让儿童从观察横切面的橙子中获得

启发$让橙子变成了车轮'小伞'小花'帽子等等&

!?

美术馆主题情境活动&它是在美术专用房里

展开的某一主题的系列美术活动$相对集体美术情

境教学$它更能促进儿童创造力的主动发展&在充

满艺术氛围的美术活动馆里$儿童既能感受到空间

色彩的视觉美$又能感受到音乐环绕的听觉美$因

此$在美术活动中$幼儿心情愉悦$思维活跃!同时$

每一个活动都从属于一个主题$所以$活动环环相

扣'层层相连$儿童的创造更具连续性与关联性!另

外$在美术馆的美术活动中$儿童与同伴'材料'老师

间的交流'互动更为自主便捷$创造的思路也因此更

加广阔&

%?

区角美术情境游戏&它是儿童在班级区角进

行的自主美术活动$贯穿于一日活动的游戏时间中&

区角美术情境游戏因为其时间的日常性'活动环境

的便捷性'活动内容的自主性'活动氛围的轻松感$

受到儿童的青睐与欢迎&一方面$儿童通过教师提

供的各种创意材料$按自己意愿自主活动$大胆创

作!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集体美术情境教育内容进

行创意延伸&

D?

户外生态美术情境教育&它是在户外利用生

活中最常见的水'泥'沙等最为自然'生态的材料进

行的美术创意活动&实验班老师在组织儿童进行户

外玩泥'玩水'玩沙游戏时$常通过提供低结构的辅

助材料$如,水管'水壶'泥锹'竹板-等让儿童自由组

合'自由拼装$搭建出各种立体并富有创意的主题作

品$如,儿童乐园'娃娃餐厅'城市立交桥-等$同时$

教师还通过组织儿童进行社会实践来丰富儿童的生

活经验$积累创造素材$如$带领儿童观看菊花展!去

农场踏春$观看各种动植物!去海底世界欣赏各种海

底动植物等$生动活泼的大自然给了儿童真实的艺

术感受$强化了艺术体验&

#二$情境美术教育的方法

通过三年多的实践研究和理论探索$初步形成

了具有园本特色的情境美术教育方法%

#?

教学情境中的自然便捷法&自然便捷法是指

在集体美术情境教学活动中$教师采用身边随手可

得的自然教具$通过灵活创设便捷的教学情境$来引

导儿童主动创造的方法&在集体美术情境教学中$

我们追求的不是教师精湛的教学技艺$不是教师教

学的科学流程$而是追求教学的日常性'真实性和可

操作性$能为广大幼儿教师的日常教学提供参照的

范式&在教具使用上$不追求高大上的教具$不布置

逼真的艺术化场景$不脱离日常教育常态$不把课堂

弄得如舞台般靓丽精彩$我们倡导教具'情境的自然

与便捷$寓教育于儿童的需要$寓教育于自然情境$

在自然的情境中关注儿童创造力的发展&只有这

样$我们的教学才可能更具示范性和推广性&

!?

教育环境中的激励唤醒法&激励唤醒法是指

在美术情境教育活动中$教师提供给儿童的环境是

能唤起儿童创造欲望'支持儿童创造的环境&在这

样的环境里$教师带给儿童的气场是亲和的'自然

的'宽松的!材料是丰富的'适度的$它能激起儿童创

造的欲望$满足儿童创造的需要!儿童是自由的'愉

悦的$与同伴的交流也充满和谐$整个环境都为儿童

的创造意向提供了实现的可能与条件&

无论是在集体教学'区角游戏'美术馆活动$还

是室外美术活动教师关注的不是美术情境教育活动

环节的预设$而是情境的呈现和材料的提供是否具

有开放性和支持性$关注教师带来的氛围能否引发

幼儿的愉悦情感$是否对孩子怀有温暖的期待$从而

进一步关注幼儿经验的习得$关注创造力的展现等&

%?

幼儿创作中的把玩材料法&把玩材料法是指

在孩子创作之前$教师提供充分的'安全的'适宜的

与教育活动相关的教具'情境或其他材料$让幼儿快

乐的'自由的'随意的与材料互动$观察探究$幼儿在

把玩材料中迸发新的思维火花&

儿童是幻想的动物$也是天生的艺术家$只要有

材料$他们就会去玩&玩是儿童的天性$游戏是儿童

的生活$尽管在常人看来儿童把玩材料时到处乱糟

糟$但儿童的内心没有压抑$充满快乐'自主$这样的

状态让儿童与材料始终处在互动的关系中$处在积

极的探索中&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进行创造性

的思考$并进行智力上的探险活动&

D?

评价作品时的视听结合法&视听结合法是指

在儿童作品完成后$组织儿童进行欣赏作品$同时$

让每个儿童创意讲述自己的作品$达到共同评价$共

同鼓励的目的&在美术情境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关

注儿童的创作过程$更要谨慎'细致的帮助儿童展示

作品&同时$通过作品的现场展示$组织儿童欣赏'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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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讲述$让幼儿在讲述中再次思考$再次创编$再

次得到鼓励$获得心理的愉悦&

B?

材料投放时的单项深度法&单项深度法是指

教师在材料投放时$采用一种或一类材料$让幼儿对

一种或一类艺术材料或媒介进行深度地持续地探

索$在探索过程中获得多方面的发展&

五"实验结果

#一$实验班与对照班儿童创造力思维的前测

对比

#?

实验班与对照班创造性思维的前测对比&第

一轮'

表
#

!

实验班
H

与对照班
H

前测

创造性思维
:

检验#第一轮$

组别
5 Y .E :

流畅性
实验班

H %X #?DB #?X#

对照班
H D" #?CB !?BC

A"?$"D

精致性
实验班

H %X "?%F "?DX

对照班
H D" "?DC "?BD

A"?$FB

沉思性
实验班

H %X #?!F !?BX

对照班
H D" "?D! "?XC

#?FXD

独创性
实验班

H %X #?"# #?%#

对照班
H D" "?FB #?$%

"?#CB

标题抽象性
实验班

H %X "?## "?%!

对照班
H D" "?%B "?C$

A#?X$X

总分
实验班

H %X D?!B B?BB

对照班
H D" %?FD B?%D

"?!DB

表
#

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班与对照

班在流畅性'精致姓'沉思性'独创性'标题抽象性'

总分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K#

"?"B

$说明在前测

中$实验班'对照班在创造性思维方面不存在明显

差异&

!?

实验班与对照班创造性思维的前测对比&第

二轮'

表
!

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显示%流畅性'精致

性'独创性'总分存在显著差异&对照班的流畅性

"

Ye!#?"$

$

.EeC?FD

#显著高于实验班的流畅性

"

Y e#B?$F

$

.EeC?#!

#$对照班的精致性

"

Ye!?%X

$

.Ee"?CX

#显著高于实验班的精致性

"

Ye#?DC

$

.Ee"?X%

#$对照班的独创性"

Ye

D?DF

$

.Ee!?%F

#显著高于实验班的独创性"

Ye

%?%F

$

.Ee#?BB

#$对照班的总分"

Ye%$?XB

$

.Ee

#"?%C

#显著高于实验班的总分"

Ye!$?X"

$

.Ee

##?!BD

#$

K$

"?"B

!其中$流畅性存在非常显著差

异$

K$

"?"#

$精致性'总分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K$

"?""#

&说明在前测中$对照班与实验班在创造性思

维中的独创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流畅性方面存

在非常显著差异$精致性'总分方面存在极其显著

差异&

表
!

!

实验班
H

与对照班
H

前

测创造性思维
:

检验#第二轮$

组别
5 Y .E :

流畅性
实验班

H %! #B?$F C?#!

对照班
H %D !#?"$ C?FD

A!?XX$

%%

精致性
实验班

H %! #?DC "?X%

对照班
H %D !?%X "?CX

AD?$"X

%%%

沉思性
实验班

H %! B?D% B?B!

对照班
H %D C?XF D?BF

A#?FCC

独创性
实验班

H %! %?%F #?BB

对照班
H %D D?DF !?%F

A!?!#!

%

标题抽象性
实验班

H %! "?X% #?"C

对照班
H %D #?"% #?F%

A"?B"X

总分
实验班

H %! !$?X###?!B

对照班
H %D %$?XB#"?%C

A%?CCC

%%%

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显示%沉思性'标题抽象性

不存在差异$

K#

"?"B

$说明在前测中$对照班与实

验班在创造性思维中的沉思性与标题抽象性方面不

存在差异&

#二$实验班与对照班儿童创造力思维的后测

对比

实验班与对照班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后测对比

&第三轮'

表
%

!

实验班
H

与对照班
H

后

测创造性思维
:

检验#第三轮$

组别
5 Y .E :

流畅性
实验班

H %! %!?X# $?$#

对照班
H DD %#?"B F?%D

"?F$$

精致性
实验班

H %! C?#F !?%B

对照班
H DD %?!B "?FX

X?FD!

%%%

沉思性
实验班

H %! #"?"F !?C"

对照班
H DD C?#$ %?CX

%?FD%

%%%

独创性
实验班

H %! !%?DD B?"B

对照班
H DD F?%% %?D!

#%?$X%

%%%

标题抽象性
实验班

H %! X?#$ %?BF

对照班
H DD "?FB "?X"

##?#B

%%%

总分
实验班

H %! X#?$F#D?#B

对照班
H DD B#?C%#%?%"

F?D%X

%%%

表
%

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显示%精致性'沉思

性'独创性'标题抽象性'总分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实验班的精致性"

YeC?#F

$

.Ee!

$

%B

#显著高于对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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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班的精致性"

Ye%?!B

$

.Ee"?FX

#$实验班的沉

思性"

Ye#"?"F

$

.Ee!?C"

#显著高于对照班的沉

思性"

YeC?#$

$

.Ee%?CX

#$实验班的独创性"

Ye

!%?DD

$

.EeB?"B

#显著高于对照班的独创性"

Ye

F?%%

$

.Ee%

$

D!

#$实验班的标题抽象性"

YeX?#$

$

.Ee%?BF

#显著高于对照班的标题抽象性"

Ye"?

FB

$

.Ee"?"X

#$实验班的总分"

YeX#?$F

$

.Ee#D?

#B

#显著高于对照班的总分"

YeB#?C%

$

.Ee#%?

%"

#$

K$

"?""#

&说明在后测中$实验班与对照班在

创造性思维中的精致性'沉思性'独创性'标题抽象

性'总分方面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显示%流畅性不存在差异$

K#

"?"B

$说明在后测中$对照班与实验班在创造性

思维中的流畅性方面不存在差异&

六"实验分析与讨论

在实验前测中$我们发现实验班与对照班在创

造性思维方面的差异很小&独立样本
:

结果显示%

第一轮测试中$实验班与对照班基本没有差异&前

测第二轮实验中$新一组的实验班与对照班仅在某

几个方面出现了差异$其中流畅性与精致性主要影

响到了总分$使总分产生了差异&而在实验后测中$

我们发现精致性'沉思性'独创性'标题抽象性'总分

均出现了极其显著差异$

K

均小于
"?""#

&相比于前

测$沉思性'独创性'标题抽象性与总分均出现了差

异$而且这样的差异是极其显著的&

在实验研究和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美术情境

教育对幼儿创造力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优化的美术情境能够使儿童的行为更具挑

战性

优化的美术情境具有生动性'趣味性'支持性$

儿童能感觉到安全和自主$在优化的美术情境中$儿

童的行为自主$思维活跃$探索积极$创作具有挑战

性和冒险性$儿童的行为变得大胆$语言表达丰富$

方式各异$创新的火花被点燃&

#二$美术情境教育中教师角色转变是儿童创新

思维的前提条件

传统的美术教育$一般都是从欣赏教师现场制

作或提供的成品开始$然后$教师示范讲解制作方

法$向儿童提出操作要求$然后$儿童循规蹈矩的操

作$教师中规中矩地进行作品评价&这样的模式$儿

童的思维一直受教师把控$教师处于高控制教学中$

严重制约了儿童创造潜力的萌发&在本课题美术情

境教育研究中$教师从组织儿童欣赏观察作品入手$

介绍探索材料$由儿童把玩操作材料'进行创作畅

想$最后展示作品$评价作品&模式上的改变$其实

质就是教师角色发生转变$教师是材料的提供者$是

孩子介绍作品时的倾听者$孩子寻求帮助时的支持

者$更多的还是观察者和合作者&在活动中$教师更

多是基于支持的角色$多观察幼儿$少指导$少示范$

后启发$在开放的情境中支持儿童的艺术想象$儿童

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和观察机会后$再与材料充分

互动$增添创造的欲望&

#三$美术情境教育中诱发儿童创造力的关键因

素是材料

儿童在任何活动中都充满着游戏精神$在美术

情境活动中同样用游戏的姿态活跃在创作中$教师

提供给儿童的美术工具或者其他辅助材料$在儿童

的眼中都是把玩的玩具$这些材料是否能激发他们

的兴趣$诱发想象$取决于教师提供给儿童的材料是

否具有适宜性'可探究性及可变化性&在三年的实

验研究中$实验班老师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材料投

放后$观察儿童的行为变化$并随时对材料的多少'

材料的利用程度进行调整$充分诱发了儿童创造性

行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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