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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109.htm 一、想象的功能 (一)预

见功能 想象具有预见功能。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从事任何

活动(包括学习活动)之前，都必须首先在头脑中确立定向目

标，即能够想象出活动过程及其结果，一旦活动过程结束，

将是头脑中预定观念的实现，于是人的活动就有了主动性、

预见性和计划性，这有助于活动的顺利完成。科学家的发明

、工程师的设计、作家的人物塑造、艺术家的艺术造型等活

动都离不开人的想象，都是想象预见性的体现。学生的学习

也是一样，一个想象力贫乏的学生，他考虑问题的思路必然

狭窄，也不可能有很高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智

力发展也是不充分的。 (二)补充功能 想象具有补充功能。在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物是人们不可能直接感知到的。如由

于时间、空间的限制，原始人生活的情景、千百万年前发生

的地壳变动和历史变迁、远方的风云变幻、各种宏观世界与

微观世界的结构与运动状况等，我们要直接感知是很困难的

，有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借助想象

，弥补人类认识活动的时空局限和不足，超越个体狭隘的经

验范围，扩大人的视野，对客观世界产生更充分、更全面、

更深刻认识。 (三)替代功能 想象具有代替功能。在现实生活

中，当人们的某种需要不能实际得到满足时，可以利用想象

从心理上得到一定的补偿和满足。例如，儿童想当一名飞行

员，但由于他的能力所限而不能实现，于是就在游戏中，手

拿一架玩具飞机在空中舞起来，满足了自己当飞行员的愿望



。在哑剧的表演中，许多布景和实物是通过演员形象化的动

作来唤起观众的想象而获得良好效果的。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也常常从想象中得到某种寄托和满足。为此，生活因梦想

而升华，因梦想而完美。 二、再造想象产生的条件 再造想象

的产生应具有以下三个条件。 (一)必须具有丰富的表象储备 

表象是想象的基本材料，一个人的知识经验越丰富，表象储

备越多，再造想象的内容也就越丰富。再造想象不仅依赖于

已有表象的数量，而且也依赖于已有表象的质量，正确反映

客观现实的材料越丰富，再造出来的想象内容就越正确。如

果缺乏必要的表象材料，在想象时就有可能歪曲事物形象，

或者无法产生所要求的形象。 (二)为再造想象提供的词语及

实物标志要准确、鲜明、生动 准确、鲜明、生动、形象的语

言及实物标志便于人们理解并正确地再造想象，而含糊不清

、模棱两可的东西，人们就很难正确、逼真地进行想象。例

如，古代描写女子用“樱桃口”“杏核眼”“柳叶眉”等作

比喻来描述，显得十分形象、逼真，想象起来也比较容易。

一个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建筑图纸使用的有关符号、标志必须

准确清楚，才能在建筑工人头脑中形成相应的建筑物的形象

，否则别人看不懂或出现曲解。 (三)正确理解词语与实物标

志的意义 再造想象是依赖语言的描述和图样的示意而进行的

。一个人读小说，如果读不懂文字，他头脑中就不可能有小

说中主人公的形象出现；一个建筑工人，如果不懂建筑符号

的表现法，他也无法看懂建筑图，头脑中也不会出现相应的

建筑物的形象；一个刚入学的儿童，在他识字和掌握词汇不

多的情况下，让其阅读古诗文，是很难形成丰富的再造想象

的。可见，正确理解有关事物的描述，了解图样、图解的表



现法和各种符号的含义是形成再造想象的重要条件。 三、创

造想象产生的条件 (一)创造动机 人在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中

，社会不断地向人们提出创造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要求，

当这种要求一旦被人接受，就会在人脑中变成创造性活动的

需要和愿望。如果这种创造的需要和愿望与活动结合，并有

实现的可能，就会转化为创造性活动的动机，人们就获得了

创造想象的动力，也就会进行创造想象。 (二)丰富的表象储

备 进行创造想象，首先要对有关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储备丰

富的表象材料。因为，想象决定于已有表象材料的数量和质

量。表象材料越丰富，质量越高，人的想象也就会越广、越

深，其形象也会越逼真；表象材料越贫乏，其想象越狭窄、

肤浅，有时甚至完全失真。鲁迅曾说过：“如要创作，第一

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

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

中创造的娜塔莎的形象是基于观察和分析他熟悉的两个人的

性格和特点塑造成的，这两个人分别是他的妻子和妹妹。 (

三)积累必要的知识经验 要进行创造想象，还必须对有关领域

进行深入研究，掌握必要的知识。每一个发明创造都是发明

者对相应领域深入研究的结果。例如，牛顿对物理学的研究

，发现了三定律；达尔文对生物学的研究，写出了《物种起

源》；李时珍对医药学的研究，写出了著名的医药书《本草

纲目》。可见，只有就某一领域深入研究，掌握必要的知识

，才能在相应的领域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创造想象。 (四)

原型启发 所谓原型，就是起启发作用的事物。任何一个人对

某一项目的发明创造或革新，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在开

始时总要受到某种类似的事物或模型的启发。例如，鲁班从



丝茅草割破手得到启发，发明了锯子；阿基米德原理是阿基

米德在洗澡时看见水溢出盆外得到启发而发现的；瓦特发明

蒸汽机是受到蒸汽冲开壶盖的启发；现代仿生学则是在生物

的某些结构和机能的启发下，进行科学想象，研制出许多精

巧的仪器。原型之所以有启发作用，是因为事物本身的特点

与所创造的事物之间有相似之处，存在某些共同点，可以成

为创造新事物的起点。某一事物能否起到原型启发的作用，

还取决于创造者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创造者当时的思维状态

。当人的思维积极而又不过于紧张时，往往能激发人的灵感

，从而导致人的创造括动。 (五)积极的思维活动 创造想象不

是一般的想象，而是一种严格的构思过程，必须在思维的调

节支配下进行。积极的思维活动就是在创造想象过程中，要

把以表象为基础的形象思维与以概念、判断、推理为手段的

逻辑思维结合起来。一方面，有理性、意识的支配调节；另

一方面，积极捕捉生活经历中各种有利于主体目标形象产生

的表象，并迅速地把它们组合配置，完成新形象的创造思维

活动。 (六)灵感的作用 在创造想象的过程中，新形象的产生

往往带有突然性，这种突然出现新形象的状态，称为灵感。

例如，我们有的时候写文章，虽然经过长期构思酝酿，但久

久不能落笔，突然某一天灵感来了，思路有了，文章一气呵

成。灵感出现时的特征：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创造的对象上，

意识活动十分清晰、敏锐，思维活跃。“思如泉涌”指众多

新事物、新形象、新观念，不知不觉涌入脑中，它们相互结

合、聚集或强调、突出，很多旧有的记忆被唤起，新形象似

乎由天而降，使人突然茅塞顿开。灵感并不是什么神秘物，

它是想象者个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勤于积累经验的结果。由



于注意力高度集中于要解决的问题，过去积累的大量表象被

唤起，并且迅速结合，构成了新的形象。正如大发明家爱迪

生所说，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柴可夫斯基说得好，灵感是这样一位客人，他不喜欢拜访

懒惰者。 此外，创造思维能力、高水平的表象改造能力、丰

富的情绪生括、正确的理想和世界观也是创造想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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