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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7_94_9F_E5_c38_60978.htm 一、创造力的概念创

造力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运用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

、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能力。这里的产品是指

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思维成果。它既可以是一种新概念、新设

想、新理论，也可以是一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二、

小学生创造力发展的特点小学生通过学习活动，逐步掌握读

、写、算等最基本的知识技能，掌握大量的间接的知识经验

，学会通过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来掌握概念，学

会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逻辑判断和推理、论证，这些大大

促进了儿童书面言语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此外儿童的一

些比较稳定的个性倾向和品质也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一切使

得儿童在心理的各个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小学生心理诸

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影响着他们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小

学生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想象创造性的

发展和思维创造性的发展两个方面。(一)想象创造性发展的

特点 儿童入学后，想象的创造性有了较大的提高，以独创性

为特色的创造想象日益发展起来。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再造想

象占很大比例，随着经验的逐步丰富，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

，大脑中的表象越来越多，想象的创造成分也随之增加，想

象的内容也更细致、丰富，并且能在词的水平上进行生动和

形象的联想，初步具有了创造想象的能力。有人在研究小学

生作文中想象能力的发展中发现，一、二年级的儿童写人物

的时候，必须以具体形象作为支柱，谈不上什么创造；三、



四年级的儿童写人物的时候，以真实为主，适当地加工修饰

，有创造想象的因素；五、六年级的儿童写人物的时候，表

现出明显的创造力。(二)思维创造性发展的特点小学生思维

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过渡

到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形式，小学生的思维获得了初步的

完善和发展。随着小学生思维的整体发展，小学生思维的创

造性也在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有人根据对创造

性水平较高的小学生及其作品的分析研究，认为小学生思维

的创造性发展有如下特点。(1)思维的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矛盾

。85％的小学生在写议论文的过程中，受到成人的帮助，但

每篇小论文都凝聚着他们独立思维的智慧。(2)思维的深刻性

与肤浅性的矛盾。小学生的思维还十分肤浅，但思维深刻性

在创造活动中也时有体现。(3)思维的流畅性与滞涩性的矛盾

。小学生联想自然、想象活泼，往往导致新的发现。但在创

造活动中，由于知识经验的缺乏、思维方法的单一、习惯性

思维的束缚，也常有思路中断或进展缓慢的滞涩现象。(4)思

维的发散性与单一性的矛盾。发散思维与单一思维在小学儿

童的活动中往往此起彼伏，有时思路较广，有时钻人死胡同

，很难自拔。(5)思维的能动性与不随意性的矛盾。一方面他

们都能使思维始终指向于明确的创造对象和研究主题；另一

方面，他们还不能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创造活动

，不随意思维、被动思维的惰性仍占有较大的成分。(三)创

造力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小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是一个受各

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动态过程。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

此进行了研究，结果一致发现，小学生的创造力呈持续发展

趋势’，但并非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地前进。其进程为：



小学一至三年级呈直线上升的状态；小学四年级不再上升或

略有下降；小学五年级又回复上升；小学六年级至初中一年

级再次出现不再上升或有所下降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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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