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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把思维分为直观动作思维、具体形

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 1．直观动作思维 直观动作思维又称

实践思维，是凭借直接感知，伴随实际动作进行的思维活动

。实际动作便是这种思维的支柱。幼儿的思维活动往往是在

实际操作中，借助触摸、摆弄物体而产生和进行的。例如，

幼儿在学习简单计数和加减法时，常常借助数手指，实际活

动一停止，他们的思维便立即停下来。成人也有动作思维，

如技术工人在对一台机器进行维修时，一边检查一边思考故

障的原因，直至发现问题排除故障为止，在这一过程中动作

思维占据主要地位。不过，成人的动作思维是在经验的基础

上，在第二信号系统的调节下实现的，这与尚未完全掌握语

言的儿童的动作思维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2．具体形象思

维 具体形象思维是运用已有表象进行的思维活动。 表象便是

这类思维的支柱。表象是当事物不在眼前时，在个体头脑中

出现的关于该事物的形象。人们可以运用头脑中的这种形象

来进行思维活动。在幼儿期和小学低年级儿童身上表现得非

常突出。如儿童计算3 4＝7，不是对抽象数字的分析、综合，

而是在头脑中用三个手指加上四个手指，或三个苹果加上四

个苹果等实物表象相加而计算出来的。形象思维在青少年和

成人中，仍是一种主要的思维类型。例如，要考虑走哪条路

能更快到达目的地，便须在头脑中出现若干条通往目的地的

路的具体形象，并运用这些形象进行分析、比较来作出选择



。在解决复杂问题时，鲜明生动的形象有助于思维的顺利进

行。艺术家、作家、导演、工程师、设计师等都离不开高水

平的形象思维。学生更需要形象思维来理解知识，并成为他

们发展抽象思维的基础。 形象思维具有三种水平：第一种水

平的形象思维是幼儿的思维，它只能反映同类事物中的一些

直观的、非本质的特征；第二种水平的形象思维是成人对表

象进行加工的思维；第三种水平的形象思维是艺术思维，这

是一种高级的、复杂的思维形式。通常所说的形象思维是指

第一种水平。 3．抽象逻辑思维 抽象逻辑思维是以概念、判

断、推理的形式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特性和内在联系认识的思

维。 概念是这类思维的支柱。概念是人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

一种思维形式，因而抽象逻辑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核心形态。

科学家研究、探索和发现客观规律，学生理解、论证科学的

概念和原理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都

离不开抽象逻辑思维。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得到

了迅速发展，初中生这种思维已开始占主导地位。初中一些

学科中的公式、定理、法则的推导、证明与判断等，都需要

抽象逻辑思维。 儿童思维的发展，一般都经历直观动作思维

、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三个阶段。成人在解决问题

时，这三种思维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参与思维

活动，如进行科学实验时，既需要高度的科学概括，又需要

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同时还需要在动手操作中探索问题

症结所在。 二、根据思维过程中是以日常经验还是以理论为

指导来划分，可以把思维分为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 1．经验

思维 经验思维是以日常生活经验为依据，判断生产、生活中

的问题的思维。例如，人们对“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判



断；儿童凭自己的经验认为“鸟是会飞的动物”；人们通常

认为“太阳从东边升起，往西边落下”等都属于经验思维。

2．理论思维 理论思维是以科学的原理、定理、定律等理论

为依据，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的思维。例如，根据“凡绿

色植物都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一般原理，去判断某一种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科学家、理论家运用理论思维发现事

物的客观规律。教师利用理论思维传授科学理论，学生运用

理论思维学习理性知识。 三、根据思维结论是否有明确的思

考步骤和思维过程中意识的清晰程度，可以把思维分为直觉

思维和分析思维 1．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是未经逐步分析就迅

速对问题答案作出合理的猜测、设想或突然领悟的思维。例

如，医生听到病人的简单自述，迅速作出疾病的诊断；公安

人员根据作案现场情况，迅速对案情作出判断；学生在解题

中未经逐步分析，就对问题的答案作出合理的猜测、猜想等

的思维。 2．分析思维 分析思维是经过逐步分析后，对问题

解决作出明确结论的思维。例如，学生解几何题的多步推理

和论证；医生面对疑难病症的多种检查、会诊分析等的思维

。 四、根据解决问题时的思维方向，可以把思维分为聚合思

维和发散思维 1．聚合思维 聚合思维又称求同思维、集中思

维，是把问题所提供的各种信息集中起来得出一个正确的或

最好的答案的思维。例如，学生从各种解题方法中筛选出一

种最佳解法；工程建设中把多种实施方案经过筛选和比较找

出最佳的方案等的思维。 2．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又称求异思

维、辐射思维，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各种不同途径寻求

各种答案的思维。例如，数学中的“一题多解”；科学研究

中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提出多种设想；教育改革的多种方案的



提出等的思维。 聚合思维与发散思维都是智力活动不可缺少

的思维，都带有创造的成分，而发散思维最能代表创造性的

特征。 五、根据思维的创新成分的多少，可以把思维分为常

规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1．常规思维 常规思维是指人们运用已

获得的知识经验，按惯常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例如，学

生按例题的思路去解决练习题和作业题，学生利用学过的公

式解决同一类型的问题等。 2．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指

以新异、独创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例如，技术革新、科

学的发明创造、教学改革等所用到的思维都是创造性思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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