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幼稚園創造思考教學

 曾經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幼稚園採用權威式的軍事管理，幼兒身心飽受J

 」報導;也常聽到許多幼稚園以「提早寫字」、「背誦唐詩」、「訓練心算」

 …為號召，使得一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暈頭轉向，不知如何是好，於

 是為了追求時尚及擔心誤了子女的心理」，甘願花大把鈔票，把孩子往這些「心

 智的摧殘手(所)送，讓孩子失去了快樂的童年，也扼阻了多少孩子的創造力。

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幾乎所有幼兒都具備有相當的創造力;更重要的是

凶=^

'旦 力可透過適當的機會與方式加以培養，但不當的培養方式也可能斷喪孩子的

 創造力。目前我們的教育方式受到傳統習俗，升學主義的影響，比較強調注入式

 的教學，而忽略了創造思考的教學，學生所想的是如何達到教師的一致標準，而

 不願冒險去思考與眾不同的構想，因此有所謂「背多分」、「講光抄」、「製造

 罐頭」、「餵奶」式的教學之譏評，長此以往，我們的下一代將很難面對未來的

 衝擊，我們也很難期待他們能突破科技的瓶頸，創造一個美好的明天^

 有鑑於此，近年來我們特別強調創造思考教學，希望透過教學方式的改革，

 帶動整個教育的革新，讓教師能快樂的教，學生能高興的學，讓我們的孩子能充

 分運用其創造思考能力，以迎接未來的挑戰。幼兒期是啟發創造思考能力的萌芽

 階段，因此幼稚園是推動創造思考教學的 佳場所，而幼稚園教師更是任重道遠

 。筆者不揣簡陋，提出幼稚園教師實施創造思考教學的一些淺見，就教於大家。

第一節創造思考教學的意義

 創造考教學是教師透過課程的內容，在一種支特性的環境下運用啟發創造思

 考的原則與策略，以激發和增進學生創造力的一種教學。此種教學有以下幾個特

點:

 第一、創造思考教學注重提供支持性的環境:所謂「支持性的環境」是指能

 接納及容忍不同意見的環境。接納是一種支持與鼓勵;容忍則是不批判、不壓制

 。也就是提供學笙一種自由、安全、和諧的環境，讓學生敢於思想，勇於表達。

 第二、創造思考教學強調運用各科創造思考的策略:即鼓勵教師運用各種啟

 發創造思考的方法，例如提供激發的問題，鼓勵學生應用想像力結合新舊經驗，

 以便「推陳出新」產生各種不同的反應與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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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創造思考教學的目的在啟發學牛的創造力:所謂「創造力」在認知方

 面是要發展學生思考的「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以及

 「精進力」;在情意方面則在發展學生的「好奇」、「冒險」、「挑戰」與「想

 像」(陳龍安，陳英豪，民71)。這是創造思考教學的重點所在，茲敘述如下:

 一、認知能力方面:

 1．敏覺(^^ns^^jv^^y) ^是指敏於覺察事物，發現問題的缺漏及關鍵的能力

 。例如:將教室的環境略作改變，敏覺力高的學生會立即察覺來。你問學生

 :「法官對犯人說:今天判你死刑對你以後是個 好的教訓」。敏覺力高的

 立即發覺這句話有問題。

 2，流暢^ (FIuency)指產生觀念的多少，即是思索許多可能的構想和回答。

 是屬於記憶的過程，因為人會將資料聚集貯存在腦中以供利用。試試看，你

 能列舉某一物品，如「迴紋針」的用途，敘述越多流暢力越高。

 3．變通'J   (Flex^bi^^ty)指不同分類或不同的思考，從某思想列車轉換到另一

 列車的能力，或是以一種不同的新方式去看一個問題。試試看，茶杯除了裝

 茶水以外，還有那些不同種類的用途。

 4．獨創(Original^ty)^^反應的獨特性，想出別人所想不出來的觀念。和別

 人雷同的越少，獨創力越高。看看你的想法是否跟別人不一樣，能否有獨具

 匠心的想法。

 5．精進'0   ( E^aborat^on)是一種補充概念，在原來的構想或基本概念再加上

 新觀念，增加有趣的細節，和組成相關概念群的能力。設法修飾你喜歡的物

 品，讓它美上加美。

 二、情意態度方面:

 1．好奇心(Cur^osity)   ^是指面對問題樂於追根究底，把握特徵。以求徹底了

 解其結果，能夠「打破沙鍋問到底」。

 2冒險性( R isk    Taking) :是指面對失敗及批評，還能鼓起勇氣再接再厲，

 全力以赴，能夠「勇於探索」。

 3．挑戰性( C^mp^^^^^y)   0是指在複雜混亂的情境中，尋求各種可能性，找出

 問題的頭「G危不亂，接受挑戰」。

 4．想像力(^magina^^on)   '是指善用直覺推測，能夠將各種想像加以具體化，

 並具有超越感官及現實的能力。

 以上所列舉的特點，就教師而言，其目的乃是鼓勵教師能因時制宜，變化教

 學方法，讓學生更具有學習的動機，更喜歡學習，樂於表現。就學生而言，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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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乃在啟發學生創造動機，鼓勵學生勇敢的表現，以增進其創造能力的發展。

 創造思考教學使學生在快樂的學習中更聰明，更靈敏，更能面對問題，而解

 決問題。

 創造思考教學使教師在生動的教學中更快樂，更充實，更其有成就感，而樂

 此不疲。

第二節創造思考教學的原則

 一、支持並鼓勵學生不平凡的想法和回答

 「學生都是朝著教師鼓勵的方向發展」，當學生提出獨特的意見或想法時，

 如果教師暫緩批判，給予支持與鼓勵，不但增強了此一學生的反應，而且往往會

 影響到全體學生，使他們也敢勇於表達，進而造成班級熱烈討論的氣氛，此為創

 造思考教學的起點。

 二、以失敗作為實際的教材

 協助學生了解什麼是錯誤，以及在一種支持他的氣氛下，告知可接受的標準

 「成功是不怕失敗，能夠 大的努力，讓今天比昨天好」，教師往往在學生

 錯誤時，給予責備或懲罰，這不但不會有效果，反而增加學生的挫折感，失去克

 服困難的信心與勇氣;事實上，錯誤是 好的學習機會，失敗也是成功的基礎，

 機會。

 三、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

 尊重學生的興趣與想法，不要強求一致的標準或答案，應讓學生能依自己的

 潛能盡力發揮，教師應依學生的個別差異作彈性的要求。當學生表現或從事於其

 興趣的活動時，教師應尊重其選擇，並能鼓勵其從事獨立學習。

 四、允許學生有時間思考

 創造思考需要時間，教師在設計活動或提出問題時，讓學生有思考的時間，

 不要像「急驚風」似的逼迫學生做立刻的反應。事實上，幼稚園的課程安排並不

 需要有統一的教學進度，因此，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可盡量提供一些激發性的情

 境，善用各種教學媒體，如實物，標本、圖片…等，配合發問技巧，給予學生充

 分的時間思考，讓學生能醞釀及發展其思者的產品。

 五、製造師生間、同學間相互尊重和接納的氣氛

 良好的師生關係是奠定教學成功的基礎，教師可透過各種暖身的活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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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猜東西的遊戲，以促進班級中相互尊重與和諧的氣氛，其主要的方法是師生均

 能養成「微笑和點頭，專心聽他說」的習慣，不急著做價值的批判。

 六、察覺創造的多層面

 創造力的表現不僅在認知能力方面，也重視其情意態度的表現，其表達的方

 式也不僅限於紙筆，在唱遊、美勞、語這、實作方面皆可涉及，教師在教學時應

 讓學生有機會充分表達自己的作品，他們可以用故事、唱歌、繪圖、或捏泥巴…

 等方式來表現。

 七、鼓勵正課以外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有機會嘗試新的體驗，對於有興趣的事物作進一步的探究。例如從觀

 察線豆發芽，了解造物的奧秘，由觀日出日落學習大自然的變化。鼓勵其利用課

 餘時間在父母的輔導下，隨時發問，學習更多的事物，獲得更多的新知。

 八、傾聽及與學生打成一片

 教師能夠專心聽學生的敘述，接納學生的反應，並與學生一起討論，共同評

 估，在課前課後與學生和氣相處打成一片，以良好的師生關係，帶動教學的作功

 九、讓學生有機會成為決定的一份子

 儘可能讓學生有機會發動一些教學活動，例如今天要做什麼遊戲，學些什麼

 …?並儘量採用學生的意見准許學生作這些決定，不但讓他覺得受到尊重，而且

 具有責任感。

 十、鼓勵每個學生都參與

 創造思考教學係以學生為主體，因此在活動中應鼓勵全體學生都參與，從班

 級小組，分組比賽到個人的獨立學習，都能讓學生能置身其申，具有參與感與責

 任心。

 總之，創造思考教學的原則在建立良好的教學氣氛，重視學生提出的意見，

 不立刻批評;並能鼓勵學生去看，聽、嘗試、探索及操作;同時教師能分享學生

 創造的喜悅，熱中於於學生的表現與想法，進一步鼓勵學生養成獨立學習的習慣

 ，必能有助於創造力的提高。

第三節創造思考教學的模式

創造思考教學是否需要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供教師遵循呢?這個問題曾在台北

 市政府教育局所舉辦的創造性教學研討會，引起學者專家及教師們的爭論，就實

 際工作者的立場，他們希望能提供一套創造教學的模式，作為學校實施創造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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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的依據。但有些學者則認為;不宜把創造性教學變成一個「模式」，以免老師

照本宣科  ，而限制了其範圍。

 問題的癥結在於「模式」的界說為何?所謂模式，即每位老師在教

 而要達到此目標時，所需要考慮的教學因素，而後才能去評

 鑑，這些程序、做法即為模式。(吳靜吉，民72   )因此，創造思考教學並沒有

 一個固定的模式可供遵循。創造考教學的模式，就像創造思考教學本身一樣，是

 多樣的，多變的適合個別差異的，每位教師可依自己的需要與實際情況，擷取或

 創造屬於自己的教學模式。

 以下所介紹的創造思考教學的參考，期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創新模式，

 使創造思考教學更易實施(陳龍安，民72 )

 一、郭有透博士曾提出發展問題解決能力的教學範型(民68年)，茲加以修訂為

下列創造思考教學模式:

 這個模式分成二個系統，教師系統和學生系統，與傳統教學不同的是，在設

 計或選擇教學策略時，運用到啟發創造思考的策略，執行這些略時，特別強調教

 師的開放態度及製造自由無拘束的學習氣氛。在學生系統方面，學生在本身知識

 的基礎下，經過教師的啟發及訓練，能增進其創造思考的能力

 量可瞭解教學目標是否達成，如果效果不佳，則必須循回饋路線加以檢討

 學。

 而且相輔相成，教師 從這個模式來，創造思考教學與傳統教學並不相違窄

 在實施創造思考教學時，必須有所準備，而且並不是

 教略，良好的班級學習氣氛，都是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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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國威廉氏的創造思考教學模式:

 WiI^^a^s (1970)曾為小學培養創造思考，提出一種三度空間結構的教學模

 式(如下圖)，第一層面是課程(教材內容)   :包括語文，數學、社會學科、自

 然學科、音樂、藝術。第二層面是教師的行為(教學方法或策略)  :包括十八種

 教學策略。第三層是學生行為:包括認知的流暢思考、變通思考、獨創思考、獨

 創思考、精進思考;以及情感的好奇心、冒險性、挑戰性和想像力。

 這是一種強調教師透過課程內容，應用各種創造思考的教學策略，以影響學

 生行為的教學模式。此種模式將教師的教學方法，課程內容及學生行為當作互為

 影響的互動變項，加以組織，以期產生 佳教學效果。

第一層面亡第二層面三 第三層面

第一層面

 	口述堡竺星．黃-
 認知的	-叟通性思考
 	．獨創性思考
 	稍密性思考
 	好奇心
 佰意的	冒險性．--□
 	挑戰性
 	"一一想像力

第三層面

學生的行為

表達

忱對發展的調適

化研究創造者與創造過程

 ̂4．評繞情境

仇創造性閱讚技術

 ̂6．創造性傾轉技術

仇創造性寫作技術

几視梵化技術

第二層面

教師行為^教學策略^

圃3-2威液氏創造思考教學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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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學者基爾福特(Gu^^^ord' 1977)曾提出一種以解決問題為主的教學模

 式(如下圖)，強調問題的解決，以記憶儲存(知識經驗)為基礎，問題解決的

 過程始於環境和個體的資料對傳達系統的輸入，經過注意力集申的過程以個人的

 知識儲存對資料加以過濾選擇，然後引起認知的運作，瞭解問題的存在及本質。

 接著進行擴散性思考，醞釀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透聚斂思考選擇解決問題的方

 案。有時候則可能朱經擴散思考直接以聚斂思考解決問題。而在過程申，如有任

 何部份產生反對的觀點時，則必須靠評鑑的運作，這些評鑑的作用仍須以個人記

 憶中的知識資料做異向的兩度評鑑，但在擴散思考的情況下，有些取出的資料則

 避開評鑑的作用，也就是Osbor^所謂的「拒絕批判」這在創造思考教學中非常重

 要。模式中所有朝下指向記憶儲存庫的箭頭，表示我們所進行的每一階段的資料

 已納入記憶庫。

(環境)

 輸入P

(個體)

記憶儲存(知識經驗基礎)

圖2   -   4基爾福特創造思考教學模式

 從這個模式中，我們瞭解創造思考的教學仍須以學生的知識經驗為基礎，運

 用各種思考的運作，而獲得問題的解決。

 四、愛的(^TDE)創造思考教學模式

 陳龍安(民74)綜合前述各項創造思考教學模式，及實際輔導國申、國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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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創造思考教學的經驗，提出「愛的」(^TD^)創造思考教學模式。所謂ATDE (

 愛的)係由問(   Ask^ng)   ^想(Think^ng)   ^t做(Do^ng)及評(EvaIuation)

 等四個要素所組成，其模式如圖所示:

 K:。   @@		想"""	卜	n.t,mDoing		^尋耳．EvalUat^on

學生的知識及經驗背景

式

模

學

教考

思

造

 口
︶

倉
47

叭
民

T  D
，

 A
安

饑  ︵
龍

︵

53圖

 所謂ATDE模式，其代表意義如下:

 1．問( Ask i n^)   ^教師設計或安排問題的情境，提出創造思考的問題，以供

 學生思考。特別重視聚斂性( Coverentth^nk^ng )問題及擴散性( D^vergent

 t^ i^nk iTn^)問題，也就是提供學生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的機會。

 2．想(Think^ng)教師提出問題後，應鼓勵學生自由聯想，擴散思考，並給

 予學生思考的時間，以尋求創意。

 3．做(Dojng)   :利用各種活動方式，讓學生做中學，邊想邊做，從實際活

 動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能付諸行動。在此一階段中，不同的活動方式，是

 f^^ (wr^t^ng)   ^說(speak^ng)  ^演(p^aying)  ^唱(S^ng^ng) J?7等實際操

 作或活動。

 4．評(Eva^uat^on)   :是指師生共同擬訂評估標準，共同評鑑，選取 適當

 的答案，相互欣賞與導重，使創造思考由萌芽而進入實用的階段。在此階段強調

 的是師生相互的回饋與尊重，也是創造思考「延緩批評」原則的表現。

 在ATDE模式中，非常強調學生的知識及經驗基礎，創造思考絕非「無中生有

 」、而係「推陳出新」，在學生原有的基礎上

 分發揮潛能。而ATDE諧音為「愛的」，事實上，愛是創造的原動力

 非常重視提供自由、民主、安全及和諧的環境和氣氛，亦即「愛的表現」，也即

 強調師生應「有容乃大」，容忍不同的意見，尊重別人，接納別人，所以ATDE又
 蕊「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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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說明，ATDE模式其有下列兩項特徵:

 第一、推陳出新:在學生原有知識背景之上實施間，想、做、評的活動。

 第二、有容乃大:強調愛的教育，容忍不同或相反意見的雅量，以及和諧的

 肆、以智能遊戲為結構的創造思考教學

 遊戲是幼兒生活的核心，也是幼稚園教學的重點，透過遊戲來啟發幼兒智能

 ，是父母及教師們所關心的課題，幼稚園課標準即強調幼稚園的教學應以遊戲來

 貫穿各單元教學，以激發學習興趣，促進幼兒身心的發展，充實學習的內容，養

 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幼兒智能的發展愛到外來各種因素刺激，主要在2^12歲完成;而3^5歲在

 幼稚園這個階段是個關鍵期，直接影響其將來的智能發展，所以必須提供各種活

 潑生動的教材教法，以激發幼兒學習動機，培養其學習興趣。因此，遊戲教材教

 法的研擬對幼稚園的教師或幼兒的父母都非常重要。

 美國學者基爾福特(J．P．Gu^kford^^956,^96^^1977)曾提出「智力結構」

 (The Structure Of Inte^^ect，S．0．1．)的理論模式，運用因素分析及形態綜合

 (MorphoIogicaI Synthes^s)的方法，從運作(Operat^on) ^內容(^ontents

 )及結果(Products)三度空間層面來探討人類智力的構，認為智力是由四種內

 容(圖形、符號、語意及行為)，五種運作(認知、記憶、擴散思考、聚斂思考

 、及評鑑)，以及六種結果(單位、類別、關係、系統、轉換、及應用)所組成

 的複合體。從基爾福特的^0^1理論模式看從，人類的智力包括有120種不同的能力

 ，這些力可以從上述運作、內容及果三層面的交互作用所構成(詳見下圖)，從

 基爾福特的智力結構圖中，我們可瞭解基氏的理論，係以思考為中心，認為思考

 的結果，係在不同內容下，運用不同思考方式所致，形成一個「輸入(內容)^^

 運作+輸出(結果或產物)」完整思考歷程。以下就S，0．1．模的運作、內容、結

果三方面的內涵加以敘述:

一^丘4 -



 結果^  P^fVW^rT^	
 單位( Units	U)_
 類S^u ( c^^sses	C)_
 蝴係^ Re^ations	R>_
 系統^ Syste^s	S)_
 碑換^ Transfor^at^ons	T)_
 臍用^ l^p^^ca^^ons	I)_

 內容^叨NTE^T^^圃形的^ F^g^ra^,F符號的^ Symb^^^	
 語意的^ Se^a^ i C，叭

 行為^^y ( Dehav^o^a^，叨

迎作

^ OREwAT^^ONS^

 評鍾^ Eva^uat^on, E^

 L聚斂思考^ Convergen^ Pror^cti

N
)

 接散思考^D^vergen^ product^on, D^

 L記憶( we^ory, w)

 L認知^ Cog^什^on, C^

認知

聚斂性思考

 廿運作(Operat^on)

 是指個人處理資料所引起的思考方式，也是智力活動的主要歷程，定，

 種資料或解決各類問題時所運用的各類能力。運作的方式，共分五類

 (Cognition) ^記J^^(memory) ^擴散性思考(d^vergent th^nk^ng)

 (convergent think^ng)及評鑑(eva^uat^on)等，茲分別說明如下:

 l =^知(cogn^t^on) C C )

 是指覺察(awareness)、發現(djscovery)，再發現(「ediscovery)或認識

 (recognition)所提供資料能力，認知可達到理解或了解的層次。

 2．記憶(memory) C^ )

 是指個人對於過去所認知的資料的保留結果(「etent^on   Of   What   is

 cogn^zed)也是各種資料的儲存能力，依照基爾福特的觀點，所儲存資料

 應是與原來的形式一樣方可稱為記憶。(Gu^^^ord,^9967 ;郭有邇，民66

 ，頁51)

 3．擴散性思考(d^verent th^nk^ng) Cd )

 是指利用不同的思考方向不受現有知道範圍的限制，不遵循傳統的確切的

 方法，採取開放和分歧的方式，以衍生各種可能的答案或不同的解決方法

 。此種思考的結果，可能由已知導致未知，不能以傳統的標準衡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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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可以說是一種開放式或創造性的思考。這種思考特別強調反應的多樣

 性和變化性。

 4．聚斂性思考(convergent think^ng ) ^N^

 是指個人利用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做為引導，按照傳統的方法，從儲存的資

 料中尋求正確答案的推理性或邏輯性思考。此種思考是有方向有範圍的，

 而可由已知的資料或傳統方法獲致結果，所以又被學者們稱為封閉式的思

 考。

 5．評鑑(eva^uation) (E^

 是指個人依據某種標準，(例如根據同一性、相似性、一貫性…等邏輯標

 準)，對我們所認知、記憶、及思考的某種事物，分析其好壞、是非、適

 當年否，以便做價值性的判斷或決定取捨，以合乎要求的一種歷程，是一

 種批判思考(cr^tical thhinking) 0

 □內容(contents)

 是指個人在認知或思考時的材料(mater^aIs)，所呈現的各種事務或資料，包

 括四類:圖形的(f^guraI^F)、符號的(Symbo^^c^s)、語意的(semant^c，叭和行

 為的(behavior^b)，茲說明如下:

 1．圖形^^J(figura^,F)

 是一種實在的，具體的可以用感官覺察出來的非抽象的材料。它除了它本

 身以外不能，表示任何西或含意。圖形可包括三類，一為視覺的材料

 (visua^ mater^al) ^例如大小、形狀、形式、顏色、位置、組織結構、模

 型、線條、圖片、照片、實物等都是。二為聽覺的材料(auditory

 materiaI) :我們所聽到的或感覺到的東西。三為運動覺的材料:如粗細

 2．符號的(symbo^ic,^)

 是一符號形式的料，在其本身沒有意義，由人們給予文化的意義。包括字

 母、阿拉伯數字、和其他傳統的或習慣的訊號、暗號。

 例如: A，B，勺月，1，8，勺只、勺只、(聲音)，路標、音符、點字、手語、

 商標、…等均是以符號象徵的方式呈現。

 3．語意的(semant^c,^)

 是指用語言、文字、詞句表達意義或觀念的一些資料，例如唸一首詩、課

 文、講話或一篇文章，是含於實行「思上而非行為上」的任何智工作，但

 有時候有些圖形如能表達圖形外的一些觀念，亦視為語意，例如給予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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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的圖片，受試腦際中所出現的是花之外的一些概念，如花園、賣花女郎

 等，則此應視為語意。

 4，行為的(beha^vor^B)

 是指個人或別八所表現交互作用的行為資料，在本質上是非文字的。包括

 內在經驗、人際關係、態度、欲望、知覺、自我認知、待人處事、對他人

 心理狀態的認知、情緒…等社會能力。

 曰結果(Products或譯為產物)

 指個人以各種不同的思考能力，應用於各類的內容，所呈現的組織型態或產

 物。共有六項，包括單位(un^ts)、類別(c^asses)、關係(「e^at^ons)、系統

 (syste^s) ^轉換(tra^sforma^^ons) 9以及應用(^mp^^cat^ons)等。茲說明如下

 lJ單lA^(un^ts,U)

 是指單一的結果，計算事物的 基本數量，如一個人，一件事，一，幅晝

 …等，單位主要是構成類別的基礎。

 2．類別(cIasses,^)

 ，是指具有一種以上共同特性之組合，是將單位按種類區分，或事物，資

 料依其共同性質，加以合的一種形式。即由許多相同或相似的單一事物綜

 合而歸屬於某一種類。

 3關係(「elat^on,^)

 是指事物或資料間的連帶作用，兩者之間所存在的關係。例如相反、相似

 、比較。

 4系統(systems,^)

 是指資料項目之一種有組織的或有結構的集成，是一種各單位交互關聯或

 交互作用的複雜體係。同類的事務，按一定的秩序相連屬，用三個或更多

 的單一事物，在一定的關係下，形成一系統，彼此互依動的關係。例如大

 小順序、時間先後。

 5．轉換(transformat^on,?)

 是指由某一項目經過轉變而成為另一項目或事物。亦是種對於資料給予重

 新界說或修正，改變形式的型態。例如雙關語就是語意的轉換。

 6．應用(^mp^^cat^ons,^)

 是指由一事物導至另一事物，有引伸、擴展預測的含意，期精益求精的作

 用，是種預知結果的能力。在數學邏輯的敘述:「如果這…則那…」即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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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應用。

 對於思考結果的項目，用以下圖示的方法解釋更易理解

單位

 述運作、內容及結果等三層面的交互作用的結果，構成人類

 的^^百二-F種能力。一九七七年，基氏發表「超越智商外的方式」(Way Beyond

 the IQ)一書，將智力的結構中內容部分增加，將圖形變為視覺(v^sua^,^)與聽覺

 (aud^tory,^)兩項，因此智力由120種擴展為150種。

 (J．P．Gu^^for^,^977，P．I51)每一種智力都各有其獨特的位置，成為單獨的一細格

 ，並以特定的符號代表。例如擴圖單DFU，表示圖形(F)單位(^)的擴散性思考(D)

 能力(Divergent Produuct^on Of F^gura^ Un^ts) ^擴語轉(DNT) 9表示語意(M)

 轉換(T)l^擴散性思考(D)能力，其餘依此類推。

 根據基爾福特的研究，在所有的能力中，與創造力有密切的是擴散性思考能

 力與轉換的因素。很多學者把基氏的擴散思考能力解釋為人類的創造力。(張春

 興，林清山，民62年，167頁)。而在智力的結構中，擴散性思考在單位、類別及

 關係等方面作用的結果，是流暢性的表現，而擴散性與轉換因子間交互作用的結

 果，是獨特性的泉源;擴散性與應用的交互作用結果，是精進性的表現

 (Gu^ford,1977 ;張玉成，民72'頁55)

 依據上述原則，我們利用^0^1的模式，將幼稚園的智能教育分成小、中、大

 三個班級，每個月分別以三至四節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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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說來，幼兒在學齡前階段以喚起「學習動機」為主，因此需要良好的教

 材以增進孩子的學習動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設計出在愉快的遊戲中能引

 出學習興趣的教材，以刺激幼兒的智能發展，也祈盼教師能夠在輕鬆活潑的氣氛

 中給幼兒指導。茲舉例如下:

0搖擺紙偶

 甲、啟發智能:行為單位的擴散思考能力(DBU擴行單)

 乙、準備材料:快樂好寶寶6 7 8，活動紙偶，夾釘。

 丙、活動目標:能照樣本製作相同的成品，並能利用活動紙偶，想出各種'

 有情感的動作。

 丁、活動內容:

 1．指示小朋友小心的從底紙中取下搖

 擺紙偶。然後再看看右邊的完成圖

 ，想一想應該固定的部位，用夾釘

 固定下來作成搖擺紙偶。

TO成圖

 2．依照快樂好寶寶6的紙偶圖形，描

 出相同的形狀，重疊在7圖形上，

 對準起來操作，並讓小朋友想像說

出搖擺紙偶是在做什麼事情?

跑得快哭了跌倒向前走

口

戶刊

 3，按照快樂好寶寶6的紙偶圖形做出相同形狀，但這次不要讓小朋友對準，而是

 邊看邊晝。完成後讓小朋友說出是什麼情況的動作，並指出那一副臉比較符合

 這個動作，再以同樣方法做8的活動。

 4．讓小朋友畫情的操作，並做成各種有趣的動作，試著出紙偶的心情，想說些什

 戊、個別差異

 當小朋友拔開夾釘兩端時，由於個人差異對學習較慢或不會者應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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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發展活動:

 讓小朋友彼此談自己的作品是表示什麼動作或做一些猜想遊戲。

 庚、注意事項:

 這項活動的目的在於利用紙偶，發揮想像力想出各種不同姿勢的紙偶，因此
 不要給小朋友任何建議或暗示。又對於完成的作品即使不合邏輯或難以理解
 ，也應對其努力的過程及成果，加以稱讚。

快樂好寶寶回  快樂好寶寶□ 快樂好寶寶回

甲
乙

 		

0配臉譜

準備教材:

 快樂好寶寶1和臉型圖卡山、^2)、(膠帶)。

學

 能由動作推測臉上的表情，進而搭配臉部與身體的組合

口

 丙、活動過程:

0先將下圖畫在黑板上

 「這個人是在做什麼呢?」

 「猜猜看， 前面的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第二個人是在做什麼呢?」

 「再想想看， 後那一個人又是長得什麼樣子呢?J

 如果小朋友能夠聯想到這三個人是在賽跑，就不難回答問題了。即 前一人

 ，因勇奪第一名，而露出輕鬆得意表情，第二人迎頭趕上而努力不懈的樣子，而

 後一位因不慎跌倒露出遺憾的表情。為讓小朋友更清楚了解其間的連貫性，將

 這三人的臉加進去就會真相大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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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請小朋友將圖形臉卡山的第1部份下欄的七張圖形取下來，然後散放在桌上

 ，接著注視其線條的動作，問小朋友:「這兩個人有什麼樣的表情呢?請找

 出適合這兩人動作的臉然後後放在以虛線圍起來的格于裏」。桌間巡視若有

 疑問時，不妨間間看「這在是做什麼呢?」對於已完成的小朋友，可請他們

 用膠帶固定，另外，可指派幾個小朋友發表自己的看法，讓其他小朋友了解

 畫中包含的意思並不只限於一種。例如:

 1在握手…「XX先生，好久不見了^」

 '一「跟我來吧」「我不要」

 在這裡可選用的表情就不只一種，因此小朋友可以選出

 然後以膠帶固定。臉型圖卡(2)的□□部份也是以同樣的

0接著進入第2部份

自認為 佳的表情

 方法來進行。例:

 2「火車站在什麼地方呢?」「在那裏。」

 「你不聽話我就打你」「我不要，我不要」。

 3「哇，嚇了一跳」「別那麼緊張兮兮的嘛。」

 「限，這裏有貝殼哦。」「啊^我休找到了。」

 4「我們到那兒去吧^」「哼^我才不要。」

 「你把我當傻瓜，我生氣囉^」「對不起^」

 0請小朋友打開快樂好寶寶1，然後說出那是在何種狀態下?待確認為學校門

 口或公園…等發表之後，即可以線條畫出適合其臉部表情的身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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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發展活動

 將右圖事先影印，讓 先完成的小朋友，利用剩餘的臉卡貼上去。

 老師可配合美勞活動，製作人物表卡片，亦可指定小朋友用線條或顏色來;

 戊、注意事項:

 這項活動主要在訓練小朋友的擴散思考能力，因此在尚未使用膠帶固定之前

 ，應讓他們盡量地發揮豐富想像力，甚至表達自己的看法，在做完臉型圖卡(2)之

 後，也可將山剩餘的臉卡再加以利用;千萬不要因老師的提示，而讓小朋友的思

 考受挫。

 已、解析與應用:

 本活動提供一些身體作和表情的「行為」材料，讓幼兒運用擴散思考，自由

 想像，而瞭解動作和表情之間的關係，在智能結構申屬於「行為關係的擴散思考

 能力」(DBR)，教師亦可在發展活動應用角色扮演，以小朋友日常生活所常見之

 動作表予以演練，以增進其行為察的能力，並能促進際關係。

快樂好寶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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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型圖卡^2) 臉型圖卡山

0形狀的變化

 甲、準備教材:

 快樂好寶寶2 3 4和造形圖卡(漿糊、道具箱)。

 乙、教學目標:

 能夠以正方形和三角形作出指定的形態，或移動其中一部份使造形產生變化

 丙、活動過程:

 0請小朋友仔細的取下造形圖卡，由於卡片較小須放入道具箱中以免遺失。

 接著打開快樂好寶寶2，取紅色卡片當中的正方形一張和三角形二張，組合成

 圖0所示的長方形，不妨讓小朋友直接比對，待完全確認之後，可由老師提

出問題:

 「請移動一張卡片讓它變成隔壁的三角形，記住只能動一張哦^」此時，必

 須阻止小朋友將卡片完全移到三角形上重新組合，接著，再請小朋友從三角

 形中移動其中一張，使它成為圖0的屋頂狀(梯形)。

 0結束上階段後，另外以一張正方形和兩張三角組成好寶寶2所示的圖形，完

 成後再用漿糊貼上去。前面已經組合過的長方形、三角形和梯形，也請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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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用紅色卡片中的一張正方形二張三角形貼上去。

 0打開快樂好寶寶3，再請小朋友取藍色卡片中的正方形二張、三角形二張組

 成圖0的形狀，然後再從中移動一張，應用成圖0的長方形，此時，必須提

 醒小朋友不要將這三張卡片分散或重新組合，接著從長方形申，再移動兩張

 可形成圖0所示的房屋狀。

 0另外用正方矛二張和三角形二張來組合寶寶3左下固所示的六角形，這時候

 要讓小朋友直接在圖形上操作，完成後再用漿糊貼好。而前面組合過的三種

 形狀，也請小朋友們取藍色卡片中的正方形二張和三角形二張用漿糊加以固

 定。

 0接著打開快樂好寶寶4，讓小朋友取紅色卡片中的正方形二張和三角形四張

 ，加以組合成圖0的六角形，然後從中移動兩張，使它變成圖0的三角形。

 ̂^用紅色卡片中的正方形二張和三角形四張，來組成右上所示的平行四邊形
 ，完成後用漿糊貼上。

 丁、個別差異:

 在活動0，當小朋友在組合好寶寶2右下圖的形狀時，只要讓很快完成活動

 0的小朋友，使用漿糊固定，在活動0申，能明顯發現小朋友間能力上的差異，

 即使做不出來亦無妨，只要能集中精神，即為本節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活動0中

 只要讓很快完成活動0的小朋友使用漿糊固定即可。

 戊、發展活動:

 利用小朋友們已建立起概念的機會，不妨玩一玩如下圖所示的火柴棒遊戲，

 即先將火柴棒組成各種形狀，然後除去或移動一部分來改變原形(圖形轉換的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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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卜匕汰快樂好寶寶0

0用藍色卡片的正方形

2張和三角3 2張拼出

 左上向的形狀。

 0移動其中1張，排出一個長方形。

 0移動長方形中的2張，拼出類似房屋的

 形狀，

臥汰 快樂好寶寶0

0用紅色卡片的正方形1張

 和三角形2張，拼出^個
 長方形。

 0移動其中的1張，拼出一個三角形
 0移動三角形的1張，拼出屋頂狀。

浩刑鬧兵 快樂好寶寶0

汰瓜汰臥

0用紅色卡片的正方形2張和三角形4張拼出

 ̂^個六角形。

 0移動六角形中的2張，拼出一個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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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注意事項:

 對於拘泥而不善於想像、思考的小朋友，儘量避免提出同一個問題，可藉其

 他題問加以輔導。

 庚、解析與應用:

 本活動主要在培養幼兒「圖形轉換的認知能力」(FT)，教師提供一些不同

 的圖形或造形圖卡，讓幼兒知道如何變換這些圖形，使成為不同形狀的圖案。

 教師在教學時應先讓兒童瞭解各種圖形能夠上下、左右顛倒，而仍是原來的

 圖形，只是位置轉換而已，本活動先培養其圖形轉換的認知能力，進一步藉發展

 活動可以利用火柴棒培養其擴散思考能力，而且可讓小朋友自由組合自己喜愛的

 形狀。教師在教學時更可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用品，如各種紙盒、瓶罐、樹葉

 …等讓小朋友自由組合。

第四節幼兒語言發展的創造思考教學

 畢保德語言發展教材(Peabody Language Deve^opment k^ts)，簡稱PLDR教

 材，係由美國著名特殊教育專家道恩博? (L．M．Dunn)和史密斯博?(J．O．Sm^^h

 )所共同編訂，也是目前在美國特教界廣加採用的語言發展教材。

 本教材的活動項目共25種，可作為幼稚園實施語文創造思考教學的 佳方式

 ，現在將25種活動分別用實例說明於下:

 lJ一般性活動:此類活動具有普遍性，無明確的分類活動。例如，教師將數字卡

 分給兒童，然後叫號碼，拿到這個號碼的兒童便將所持的數字卡交給老師。

 2．腦力激盪活動:這個活動指導學生運用想像力，充分表達意見。例如，教師用

 玩偶先說一段關於旅行的開場白來激發兒童的思考能力，然後請兒童儘可能的

 說出旅行的方法，越多越好。

 3．分類活動:是將同類的物品擇放在一起，如，請學生將家庭用品卡中可放在廚

 房的東西選出來交給老師，兒童便要把放在廚房裡的碗、筷、鍋等圖片拿出來

 交給老師。

 4，會話活動:讓兒童分組討論事情，或由兩人以對話的方式練習。例如，請兒童

 圍坐一圈討論如何使用錄音機，再每人用錄音機輪流練習說二句話，並錄下來

 ，聽聽彼此的會話。

 5．批判思考活動: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判斷。譬如，請兒童數一數自己的衣服或外

 套有幾個口袋，再間一些問題讓他們判斷思考，例如男生喜歡把那些東西放在

 口袋裡?我們能把魚放在品袋裡嗎?為什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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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描述活動:例如教師做「閉上眼睛，睜開眼睛」的動作，請兒童把這個動作說

 出來，或請一位小朋友到前面，讓其他的小朋友來描述他:「小英今天穿紅洋

 裝，小華穿咖啡色的鞋子」。

 7．表演活動:教師用玩偶說故事給小朋友聽，然後請小朋友擔任劇中的角色來表

 演故事內容。

 8．跟隨指示活動:教師用口說或示範，請兒童跟隨著做。例如教師發給每人一套

 彩色籌碼，然後玩「領袖說的遊戲。遊戲方法是聽到「領袖說才做動作，沒有

 說「領袖說就不能做。指示可用下面幾句話做參考:

 「領袖說，拿起你的紅籌碼。」或「拿著綠籌碼站出來。」

 9．猜謎活動:以兒童學過的人、事、物、為謎底編謎題請他們猜，例如教師問:

 生病時替我們打針，換藥的人是誰一一護士。

 10．想像活動:用大型奇妙圖或故事圖讓兒童自己編故事。

 11．傾聽活動:用錄音機放故事，歌曲、或錄兒童自己的聲音播放，要他們注意聽

 12．觀察活動:例如用圖畫卡排在黑板槽，請兒童看幾分鐘，然後拿走，再把記得

 的說出來給全體小朋友聽。

 13．記憶活動:這個活動用在複習教過的教材，例如請兒童儘量回憶學過的圖卡。

 14．啞劇活動:教師或兒童表演一個動作，例如打電話、開汽車，請小朋友把這個

 動作說出來。

 15．拍手活動:教師自己或選自願出來的兒童拍手，由其他兒童猜拍了幾下，或是
 拍出有節奏的聲音，由兒童跟著拍。

 16．相關活動:目的在使兒童分辨相關二物的關係。

 17．韻律活動:可以和拍手活動互相配合使用，亦可加入唱跳靈活運用。

 18．說話改進活動:這個活動要用錄音機將兒童說的話一一錄下來，第二次語文課

 時再聽，並找出缺點改正。

 19．流暢力增進活動:在一限定時間內說出某一項特定範圍內的東西，越多越好。

 例如請兒童說出班上同學的姓名，限時一分鐘。

 20．看圖說故事活動:利用大型故事圖或大型故事圖要兒童自編故事，也可以用好

 21．觸摸活動:用手的觸覺摸幾件物品，然後分辨物品的質料或說出物品的名稱。

 22，字彙的聽、說、讀寫活動:這個活動為適應本教材常用字彙的學習而編入，主

 要利用圖書卡的內容教授字彙，活動包括字音、了解字義，認識字形，'默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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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等等。

 %．配對活動:這個活動 常用在字彙活動中，字形與圖卡或賓物的配對遊戲。

 批造詞活動:用單字造詞。

 批造句活動:用單字或詞造句。

第五節幼稚園教師如何實施創造思考教學

 幼稚園教師實施創造思考教學有許多不同的途徑，謹提出下列幾點供參考:

 教學環境可分為精神與物質的環境兩種。在精神的環境方面，主要是教師的

 教學態度應和藹可親，笑臉對兒童，讓兒童如沐春風;其次是提高一個自由，民

 主的教室氣氛，對於學生能處理的事情儘量讓他參與決定，並尊重學生的意見。

 第三是設法製造學生成功的機會，並給予鼓勵與讚美，儘可能少用責備或懲罰的

 方式。

 在物質環境方面，主要是佈置良好的教學環境，充份運用教學媒體提供學生

 創造所需的材料與資料。

 二、善用創造思考的發問技巧

 發問是教師在教學時常用的方式，有效的發問技巧是引發學生心智活動，促

 進思考能力的有效途徑。創造思考的問題不強調唯一的標準答案，重視容多納異

 ，鼓勵學生提出各種不同的答案，以下是創造思考發問的十項策略(陳龍安，民

73)提供參考:

 lJ「假如」的策略

 例:假如你是一隻小鳥的話，你要做什麼事?

 2．"列舉"的策略

 例:磚頭有那些用途，請一樣一樣列舉出來。

 3．"比較"的策略

例:茶杯和碗有什麼不相同的地方?

 4．"替代"的策略

 例:媽媽炒菜沒有味精，可以用什麼東西來替ft?

 5．"除了"的策略

 例:筷子除了吃飯外，還可以做什麼用?

 6．"可能"的策略

 例:漁民出海捕魚，可能會遭遇那些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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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組合"的策略
例:請用"老虎
 叭"六W"的策略
 例:誰(Who)  :
 為什麼(Why)
 丫十麼(Wha^)
 那裡(Wher^)

 7，"想像"的策略

 例:想想看，每年中秋節媳娥仙子會對我們說些什麼?

 。、"猴子"、"鱷魚"這三樣動物組合一個故事。

誰起得早?

:為什麼媽媽起得早?

:媽媽早起做什麼事?

:媽媽每天去那裡?

 什麼時候(When)   :媽媽什麼時候 快樂?

 怎麼(How)   ;媽媽怎麼炒菜。

 10．"類推"的策略

例:貓和冰箱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幼稚園教師在運用上述策略時，應注意所提問題的用語要適應幼兒的程度，

 發問要依難易循序漸進，同時應讓學生有足夠的思考時間之 重要的是教師要有

 接納學生不同意見的雅量，對獨特的問答，能夠給予增強，不立即判斷。

 三、搜集各種教學材料，並能創造各種遊戲靈活運用有一些每天我們所接觸到，

 並不太注意的東西，都可以做為教學的材料，教師可儘量搜集，並能創造各

 種活動，以下列舉數項?

 1．報紙和雜誌可以用來剪貼。

 2．包裝袋可藏玩具讓子子來猜，或分類。

 3唱曆可製造數字紙板，讓孩子玩數字配對遊戲。

 4．空罐子可做各種汽車或蓋房子，玩聽筒遊戲。

 矽5．旅遊指南的小冊子或海報可學習各國風土人情。
 6．氣球吹後放開在室內噴竄，讓孩子發現噴射機原理。

 7月曆明星照可剪成數片，做拼合認人比賽。

 8．利用玩具來教學，例如積木可組合各種圖形之洋娃娃、車子、衣服可模擬成

 長活動，如扮家家。放大鏡可做科學的觀察;面具、木偶可表演戲劇;大富

 翁，萬花筒有助於感官學習…。

 9．花生殼用畫筆染色後可套在指尖作玩偶演戲。

 10用舊衣服或床單讓孩子作畫。

 11用黏土或肥皂來雕塑、用蘿蔔刻畫，用稻草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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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利用沙箱堆城堡、高山，河流…。

 四、設計"頭腦體操"或"金頭腦"的遊戲，嘗試腦力激溫的活動

 設計一些疑問，提供學生一些線索，讓學生試著分組討論，共同解決問題。

 在學生討論時，應注意腦力激盪的四項原則:

 1．意見越多越好。

 2．容許自由想像或異想天開的意見。

 3．禁止批評別人的意見。

 4．可以把別人的意見綜合。

 我們也可以安排猜謎的活動，或某些類似下棋的比賽，都有助於創造力的訓

 練。

 五、充實圖書角，鼓勵學生嘗試閱讀，培養學生的興趣，並能與家長密切配合。

 利用教室的發現角，充實圖書，作選擇性及主動性的閱讀，並從中發現及陪

 養孩子的興趣。

 所謂選擇性的閱讀是指選擇對想像力有所啟發的資料，在幼稚園階段除讓學

 生嘗試閱讀外必須加上師生共同閱讀的機會，由老師講解，並可利用錄音帶，充

 實孩子的知識領域，在閱讀時鼓勵孩子發問，並試著由其他的孩子間答，教師從

 不完整的答案，進一步探討。有些孩子會主動去看一些書，例如自然科學方面的

 書，並經常問該類的問題，觀察該類的事物，教師從這些傾向中可發現學生的興

 趣，應進一步給鼓勵，並與家長溝通。讓家長充分了解及支持孩子的努力，並把

 握機會，隨機輔導，培養其獨立學習及創造的表現。

 六、充分利用社會資源，擴大學習的領域

 教師可帶學生參觀社區圖書館、工廠、博物館…等，並邀請一些具有創造力

 或特殊專長的社區人士，家長和學生見面，演講、示範或介紹一些新知，或安排

 學生訪問資源人士，以擴大學習的領域。許多幼稚園先從家長著手，因為學生的

 家長往往是 佳的資源人士，每個月安排一次到班上介紹其專長或工作的概況，

 這是較容易而可行的途徑。

結語

 創造思考教學為近代世界各國教育的趨向，也是教學革新的潮流。創造力的

 培養愈早愈好，因此，幼稚園實施創造思考教學是啟發兒童創造思考能力的 佳

 時機，也是 佳場所;但其成功與否，完全掌握教師手中，其重點首先在教師對

 創造思考教學觀念的溝通與熱心的投入，其次教師本身應不斷充實自己的各種知

 識經驗背景，才能創造新教學方式，提供學生更好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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