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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 「創作」 嗎？
一個小女孩的畫作：有一隻藍色的小豬在天

空中飛。

媽媽的回應：有甚麼理由小豬會在天上飛
呢？為什麼每次都是亂畫的？

一個小男孩的畫作：一幅自畫像

媽媽的回應：每次都畫這個樣子，一點創意
也沒有！

有很多家長都會埋怨子女沒有創意，畫畫的
時候，只會按實物畫，或是看到子女把事物的形
狀空間畫得錯亂後，接受不了。但其實，怎麼才
是有創意呢？創意是怎樣教的呢？每次與家長談
到這個話題時，我都會慢慢解釋，創意並不是一
下子會從腦袋的某一處爆發出來，有時候成人本
身也未必會想出不同的點子，更何況只有幾歲的
幼兒呢？

「創」 有創新和創作的意義，意思是把 「原本
的」 、 「根本的」 改變或加減一些內容，把它成為
「新生的」 、 「獨有的」 。那麼， 「原本的」 就是
最重要了，如果我們沒有把 「原本的」 放在心裡、
記在腦裡、畫在手裡，又如何去改變它呢？

我們可以從生活出發，在生活中認識事物，
在生活中欣賞色彩，在生活中觀察變化。多與幼
兒討論對環境事物的看法和感受，若能夠，請幼
兒以速畫的方法把事物記錄下來，這樣就可以把
「原來的」 逐一儲存在腦裡。但首先，家長必須
要打開自己的框架，多讓幼兒有選擇和表達的機
會，容許他們有天馬行空的想法，大膽而瘋狂的

意見，並有一點點的 「胡亂」 想法。當孩子把這
些天空中的房子、會飛的大象畫出來，慢慢地，
他們便學會創出 「新生的」 、 「獨有的」 東西來
了。

如果我們常常被人否定自己的想法和分享，
相信也不會再主動的想和說。幼兒也是一樣，我
們要多請他們把 「新生的」 、 「獨有的」 畫出
來，他們才會感覺到自己的想法被尊重，更能從
創作中得到樂趣，因而喜歡創新。

記得曾經在學校裡舉行過 「親子藝術日」 ，
目的是請家長做幼兒的小幫手，幫助幼兒去思考
和創作一個夢想的社區。在過程中，我聽到一位
家長 「引導」 她的子女說： 「這裡用紅色啦！你
想有一條卵石路，或是草地？公園裡你想有甚
麼？」 幼兒還未回答，她又再說： 「你喜歡溜滑
梯，就做滑梯吧！」

在這個活動裡，究竟誰是小幫手？誰是創造
者呢？

簡單的改變，已經是創意了，你有這個膽量
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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