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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6115.htm 第三节 指导学生创造 一

、什么是创造 (一)创造与创造力 创造就是提供前所未有的思

想或产物。人类的所有创造有四大共同的特点： ①创造的主 

体性，即创造活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自然变化的结果不属

于创造。②创造的可控性，即任 何一种创造都是主体有目的

地控制、调节客体的一种活动，是主体为实现自身的目标作

用于 自身客体、自然客体和社会客体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

量变换过程。③创造的新颖性，即任 何一种创造活动必须能

产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成果。④创造的价值性，即任何一

种创造活 动都是具有社会价值的，是能促进人类进步的。 所

谓创造力， 是指主体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来并发展起来的各

种能力的总和，主要是指 能产生新设想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

能产生新成果的创造性技能。创造性思维能力包括： 逻辑 思

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直觉思维能力；集中思维能力、发

散思维能力；感性知觉能力、 知性分析能力、理性辩证综合

能力；观察能力、选择能力、想象能力。创造性技能包括：

发 明革新的能力、科学研究的能力、组织管理的能力、获得

信息的能力、演说表达的能力、文 字写作的能力、社会活动

的能力。 (二)创造过程 1.发动阶段 即引起创造冲动的阶段。

创造冲动或由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引发，或由科研过程

中 需要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引发。发现问题还要明确地把问题

提出和表达出来， 要搞清问题的症 结所在。 2.准备阶段 即为

解决问题积累和整理材料阶段。充分占有材料是解决问题必



不可少的前提。 3.潜伏阶段 即创造的酝酿、 孕育阶段。 针对

要解决的问题强化创造意识和兴致， 同时头脑紧张工作， 按

一定方向深刻思考，作出各种假设，力求从周围的事物中得

到启发，促使创造设想成熟。 这一阶段往往呈现“入迷”状

态，有时是短暂的，有时则是漫长的。 4.解决阶段 即顿悟、

明朗阶段。大脑进入高度兴奋和异常清晰状态，记忆库中贮

存的一切知识单元 都充分调动起来， 智力流动达到白热化， 

兴奋点完全集中在要解决的问题上， 突然灵感闪现， 豁然开

朗，创造设想成熟为假说，产生创造方案。 5.验证阶段 即对

新的方案进行检查验证。如果证明是正确的，则创造成功；

如果发现错误，就要总 结经验教训，继续研究，有时要改变

思维方向。 二、指导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 (一)指导学生进行

求异思维 求异思维也叫发散思维，是以某个问题为中心，朝

不同方向思考，以寻求多种解答。求 异思维侧重于探寻新事

物，重组已有信息以便产生新信息。它多方设想，不拘常规

，同中求 异，由大同小异到大异小同。 在求异思维的培养上

，教师首先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不恪守教条，敢于向权威

挑战， 尽可能提出奇异的想法。其次，要注重多端性训练。

要有计划地多做一些一题多解、一题多 变、 一稿多写、 扩写

改写之类的练习。 要经常注意从发散角度设问， 例如 “都有

哪些可能性？” “还有什么不同的方案？”再次，要引导学

生克服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要提高他们思维的 灵活性，善

于迁移或移植，防止思路僵化或固定。思考可以变换角度，

也可以变换方向，可 以由因导果，也可以由果导因，来龙和

去脉可以互变，不必拘泥于一端。思考还可以打断连 续性，

待习惯性思维的痕迹消失后再重新思考。又次，突破“功能



固着性” 。功能固着性指 的是， 只想到某一事物的通常功能

而想不到其他功能。 早期发现的功能越重要、 越习以为常， 

越难以发现其他功能。这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一大障碍。要

进行发散思维，打开思路，就必 须突破功能固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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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