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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80_83_E8_c38_249970.htm 第8章 思维与想象 第一

节：思维的一般概述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间接的、概

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规律性。 思维最

显著的特征：是 间接性 和 概括性。 思维的间接性：指人对

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靠直观获得，而是大脑凭借自己已有

的知识经验或其他工具作为媒介，对已有的感性材料进行整

合加工，从而由已知推测出未知。 思维的间接性的表现： 1

、 思维能对不在眼前、没有直接作用于感官的事物加以反映

。 2、 思维能对根本不3、 能进行感知的事物进行反映。 4、 

思维能在对现实事物认识的基础上，5、 做出某种预见。 思

维的概括：包含两层意思：1、是把同一类事物的共同性抽取

出来，对其属性加以概括。2、从部分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找

到普遍的、必然的联系，并将其推广到同类的现象中去。 思

维的种类： 1． 根据思维形态的不2． 同3． ，4． 可分为：

动作思维、形象思维 和 抽象思维。 5． 根据思维探索答案的

方向不6． 同7． ，8． 分为：求同9． 思维 和 求异思维。 求

同思维：也叫聚合思维，是把问题提供的各种信息聚合起来

，从已知条件出发，找出一个共同的正确的方案或答案的思

维。 求异思维：也叫发散思维，是指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

各种不同的途径思考出多样性的答案的思维。 求异思维的特

点： 1． 流畅性 （指2． 思维敏捷迅速，3． 能一连串回答出

十几个或几十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4． 变通性 （指5． 能思

考出多种不6． 同7． 类型的解决方案，8． 如回答布可以做



伞、帐篷、绷带、画布等） 9． 独特性 （指10． 思考与众

不11． 同12． ，13． 如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 第四节：

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 问题解决：从初始状态经过问题空间，

进行一系列搜索，在最终达到目标状态的过程。 在问题的解

决策略中，河内塔问题，可作为手段-目的分析的实例。 问题

解决的思维特点： 1、问题解决的思维是指向性思维。 2、必

须有一系列的运算程序。 3、必有认知成分的参与。 * 影响问

题解决的因素： 1． 迁移作用 正迁移，一种知识技能的掌握

，促进另一种知识技能的掌握。 负迁移，一种知识技能的掌

握，干扰另一种知识技能的掌握。 2． 不3． 相干多余信息干

扰 4． 原型启发作用 原型启发：从其它事物中看出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方法。对思维具有启发作用的事物叫做原型。 5． 

动机和情绪 积极乐观的情绪有助于解决问题，消极沮丧的情

绪会妨碍思维的进行。 动机不足，则解决问题的效率不高，

动机过高超过一定强度，解决问题的效率会降低，动机强度

适中，解决问题的效率最高。 6． 定势的作用 定势：主体对

一定活动的一种预先的心理准备状态，它决定着后继同类心

理活动的趋势。 陆钦斯量水实验说明定势对问题解决的影响

。 第五节：想象 想象与表象的关系： 1． 区别：1）定义 表

象：在记忆中所保持的客观事物的形象，一般称作记忆表象

或简称表象。它是对以往感知过而当前不在面前的事物的心

理浮现。 想象：是人们对头脑中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

而产生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2）范畴 表象属于记忆范畴； 想

象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 3） 表象无创造性；想象有创造

性。 2． 联系：表象为想象提供素材。 想象的种类： 1． 无

意想象 无意想象：无意想象是没有预定目的的，在一定刺激



的影响下，不由自主地产生的想象。 梦是无意想象的极端形

势。 2．有意想象 有意想象：是在一定的目的、意图和任务

支配下的有意识的自觉的想象。 有意想象又分为再造想象、

创造想象 和 幻想。 再造想象：是根据语言、文字的描述或图

表、模型的示意在头脑中形成相应形象的心理过程。 创造想

象：是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是按照自己的创建，在头脑中

独立地构思某些新形象的过程。 幻想：是一种与主体愿望结

合并指向未来事物的想象过程，是对未来前景和活动的一种

形象化的设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