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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9_9D_E7_AB_A0_E7_c38_534856.htm 一、创造性及其特

征 (一)创造性 1．创造性的含义 创造性是指个体产生新奇独

特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能力或特性。创造性是人类普遍

存在的一种潜能。 2．创造性的类型 根据“新”的程度不同

，创造分为真正的创造和类似的创造。真正的创造是一种产

生了具有人类历史首创性成品的活动。类似的创造产生的成

品并非首创，只对个体而言具有独创性。类创造是手段，真

创造才是目的。 (二)创造性的基本特征 目前较公认的是以发

散思维的基本特征来代表创造性。发散思维也叫求异思维，

是沿不同的方法去探求多种答案的思维形式。与发散思维相

对，聚合思维是将各种信息聚合起来，得出一个正确答案或

最好的解决方案的思维形式。研究者认为，发散思维是创造

性思维的核心。 创造性的基本特征： 1．流畅性 个人面对问

题情境时，在规定的时间内产生不同观念的数量的多少。该

特征代表心智灵活，思路通达。一般认为小学阶段流畅性最

高。对同一问题所想到的可能答案越多，即表示他的流畅性

越高。 2．变通性 即灵活性，指个人面对问题情境时，不墨

守成规，不钻牛角尖，能随机应变，触类旁通。对同一问题

所想出不同类型答案越多者，变通性越高。 3．独创性 个人

面对问题情境时，能独具慧心。想出不同寻常的、超越自己

也超越同辈的意见，具有新奇性。对同一问题所提意见愈新

奇独特者，其独创性越高。 二、影响刨造性的因素 (一)环境 

从环境方面来说，家庭与学校的教育环境是影响个体创造性



的重要因素。在家庭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管教方式以及

家庭气氛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创造性。 在学校教育

方面，学校气氛、老师对学生自主性的鼓励和学习活动的自

由度影响学生的创造性。 (二)智力 研究表明，创造性与智力

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既有独立性，又在某种条

件下具有相关性，其基本关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低智商不

可能具有创造性。 高智商可能有高创造性，也可能有低创造

性。 低创造性的智商水平可能高，也可能低。 高创造性者必

须有高于一般水平的智商。 这说明，高智力只是创造力的必

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高创造力是高智力的充分条件。 (

三)个性 一般而言，创造性与个性二者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

系。综合有关研究．高创造性者一般具有以下一些个性特征

： 1．具有幽默感 2．有抱负和强烈的动机 3．能够容忍模糊

与错误 4．喜欢幻想 5．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6．具有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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