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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造性是人的本质特征。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的发展。创造力是一种认知、人格、社

会层面的综合体，是知、情、意的统一 ，它涉及人的心理、生理、智力、思想、人格等诸多方面的

基本素质。创造性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创造性精神、创造性能力和创造性成果三个方面的统

一。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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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经济呼唤创造

"、创造是人的本质所在

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一书

中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人性本不是一种实体性

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

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亚历山大·纳

乌莫维奇·鲁克认为“事实上，创造能力的素质是

每一个人，每一个正常儿童所固有的，需要的只是

善于把它们揭示出来并加以发展。”美国心理学家

奥托 也 说：“我 们 所 有 的 人，都 有 惊 人 的 创 造

力。”［"］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创造是精英们的专利”

的观念，树立“人人是创造的主人”的意识。

!、创造是民族兴旺的关键因素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从根本上

取决于该民族的创造力水平。欧美各发达国家之

所以能称雄世界，根本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有较

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国民的创造力水平高。美

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称，美国在 !, 个关键技术领

域中取得 !$ 个领先地位。正因如此，美国经济发

展水平良好，综合国力名列世界首位也就不足为

奇。日本、韩国一向的传统是“技术立国”，由于缺

乏知识创新的基础，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美

国。可见，国家创新体系是否完善，国民的知识创

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及管理创新能力等是民族

兴旺的关键因素。

+、创造是知识经济的迫切需要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蕴含在人力资本和

技术中的重要成分，向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知

识的价值在于创新，求异独创，推陈出新，创新程

度越高，知识的价值也就越高。现代社会知识的

生产速度越来越快。科学发明从发现到应用的周

期也越来越短，机器设备和工业产品的“陈旧周

期”不断缩短。知识经济呼唤创新，惟有持续创新

和全面创新，使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等紧密结合

起来，才能赢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缺乏创造意识

和能力，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企业、个人，都将失

去生存的根基。

二、应重视我国教育中的创造性培养

"、创造性的培养是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未来

人才的必备素质

"%)% 年底，在北京召开的“面向 !" 世纪教育

国际研讨会”上，中外教育专家把富有“积极进取

和创新精神”作为 !" 世纪人才必备的首要素质。

现在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的 !" 世纪人才必须具备

的素质有：懂得如何学习，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

辨别、组织和使用一切学习资源；具有创造性、能

够综合和组织各种信息，具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去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够与人共享知识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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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一些企业家认为未来的人才一要有勇气和胆

识；二要肯不断学习；三要能够搞好公共关系；四

要有创造性；五要有全局眼光；六要理解与自己不

同的文化。

!、我国学生的创造性匮乏令人担忧

与西方国家的学生相比较，我国学生普遍缺

乏创造性，主要表现为：对所学知识死记硬背、奉

行题海战术、崇拜标准答案、缺乏个性、重继承轻

创新等。一位留德学者曾说：“如果教师提出一个

问题，十个中国学生答案往往差不多，而在外国学

生中，十个人也许能讲出二十种答案。尽管有些

想法非常离奇。”这典型地道出了中国学生创造力

缺乏的现状。另有调查资料表明，当前我国大学

毕业生中，"#$以上的人长期不能或不会进行各

种创造发明活动。学生之所以创造力匮乏，原因

主要在于我国教育长期忽视学生创造性的培养，

始终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徘徊于知

识型教育模式之中。在这种模式中，知识、技能是

学生惟一的追求，智能被忽略，创造性被扼杀［!］。

%、有利于创造性培养的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在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我国“!&&
工程”、“知识创新工程”、“技术创新工程”先后出

台并正在组织实施，旨在建立符合现代经济和科

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 年代以来，创造

教育在我国已引起一定的重视，一些学校捷足先

登地在不同层次开展了创造教育实验，并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例如清华大学在制定“九五”发展规

划时就强调“加强学生创新能力与素质的培养”，

并且把“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实践才干

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着眼点”，其他学校也在纷纷

行动。

三、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营造氛围，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及动机

美国心理学家特丽萨·)·艾曼贝尔通过实验

证实，很多环境因素诸如外部评价、监督、奖赏等

都有害于人的创造性。也就是说，权威式教育来

自外部的压力束缚过多，学生很少独立自主、心理

自由，这些都限制了学生创造性的发展。美国心

理学家罗杰斯提出，有利于创造活动的一般条件

是心理的安全和心理的自由，因此教师应放弃权

威式的教育和管理，推行民主式的教育和管理，给

学生的行为、思想以较大的自由度，这样学生才会

增强自主意识，学会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自我选

择，促进自我发展。这些都是创造意识及动机前

发的前提和基础［%］（*+,&）。

!、改革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教学中，我国教师传统的方式是演绎式，例

如，在日常教学中，许多数学教师或物理教师常常

是先讲定理、定律，再依照定理讲解实例；英语教

师在讲时态或句型时，也往往先把结构或公式列

出，再举列说明。这种演绎式教学在中小学是司

空见惯的。这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教学思路，

有益于求同思维或聚合思维的培养。而归纳式教

学法则刚好相反，它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教学思路，

有益于求异思维、发散思维的发展。可见传统的

“演绎式”教学对学生求异思维、发散思维的发展

非常不利，这也是我国学生创造性匮乏的重要原

因之一。为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师应采取

归纳式为主、演绎式为辅的教学方式。

%、注重实践活动，形成创造技能

实践活动是创造的源泉，贫乏的学校活动使

学生的创造性枯竭。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是崇尚能力和创造的社会，人们对知识的评价标

准是知识向经济的转化度。因此教师应适应知识

经济的要求，增大软知识（即关于“知道怎样做”的

知识，指某类工作的实际技巧和经验；关于“知道

是谁”的知识，指谁知道是什么、谁知道为什么和

谁知道怎么做的信息）在教学中的比列，而这种软

知识（隐形知识）获得的惟一途径是实践，即学生

在实践中的“意会”。为此教师要多组织科技小发

明、小制作、艺术摄影、美术绘画等各项实践活动，

以此来拓宽学生的创造空间，增加学生的创造机

会，使学生不仅学会动脑，同时学会动手，培养创

造技能。

,、重视人格因素，培养创造个性

创造性不仅包括智能层面，而且包括人格层

面。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同是高智商的两组

人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在于他们的非智力因素的

不同。成就最大的一组的非智力因素诸如富于创

造性、有进取心、不屈不挠、完成任务的坚持性等

明显高于成就最小的一组。有关学者对青少年创

造发明获奖者的调查表明，从初二到高三获奖者

的非智力水平或个性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同年龄组

的学生。其中有 # - &% 种个性特点呈显著和非常

显著的差异，如独立性、责任心、自我期望、自制

力、自信、勤奋、有恒心、适应性、情绪稳定、求知

欲、好 奇 心、好 胜 心、机 敏、独 创 性 和 精 力 旺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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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心理学研究有如下结论：与智力相

比，创造力受兴趣、爱好、情绪、意志、动机等意向

的制约更大。

我们正面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

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知识经济的

特点就是持续创新。增强创造性能力已成为关系

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

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营造民主氛围，激发学生的创

造意识及动机，改进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注重实践活动，形成创造技能，重视人格因

素，培养创造个性。为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创设良

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燕良轼 #创造教育：中国 $" 世纪教育改革的主旋律［%］#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 ) $’#
［$］闻玉 #迎接知识经济挑战 加强教育在科技兴国中的贡献力度［*］#中国教育报，"&&+ ) ,( ) $-（"）#
［-］.#/ 索里（012345），6#7#特尔福德（.489:3;）#高觉敷等译 #教育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冯之浚，周定春 #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中国软科学，"&&+，（(）："& ) $,#

!"# $#%#&&’() *+ !,-’.’./ 0(12#.(&’
3,#-(’4’() 5( 6.*78#2/# 9%*.*:’% !’:#&

/< =:>?@AB1
（.A4 C>?8DEA .31D>D>? 64>F3; :9 %D1>?EB <G1;4H5 :9 <?3DGB8FB318 0GD4>G4E，%D1>?EB *1>ID>? $",,!&，6AD>1）

5;&(,-%(：6341FDJDF5 DE FA4 GA131GF43DEFDG :9 K4:K84# 7DFA:BF DF，FA434 DE >: ;4J48:KH4>F :9 ABH1> L4D>?# .A4 L1EDG GA131GF43DEFDGE :9 G34@
1FDJ4 K4:K84 134 FA4 B>DF4; 9:3H :9 G341FDJ4 EKD3DF，G341FDJ4 1LD8DF5 M G341FDJ4 34EB8FE# .A4 >424EF NE5GA:8:?5 34E413GA 34EB8F 1L:BF G341FDJ@
DF5 DE FA1F：6341FDJDF5 DE FA4 G:HLD>1FD:> :9 O>:284;?4，K43E:>18DF5 M E:GD4F5；DF DE FA4 B>DF4; 9:3H :9 O>:2D>?，9448D>? M H41>D>?；DF DE
3481F4; F: FA4 L1EDG ;4H1>;E 1L:BF K4:K84’E HD>;，L:;5，F184>F M K43E:>18DF5 # P> FDH4 :9 O>:284;?4 4G:>:H5，DF DE J435 >4G4EE135 M
DHK:3F1>F F: F31D> G341FDJ4 K4:K84#
6#)7*,2&：6341FDJDF5；.31D>D>?；*4G4EEDF5

（上接第 (, 页）

3*:<’8-(’*. *+ =’-* >1-."1-’& ?.<1;8’&"#2 @*#:&

61: %D> ) ID4
（6:HHDFF44 :9 <EEDEFD>? FA4 Q31>FA :9 RBFB34 Q4>431FD:>E :9 S1>GA4>? 6DF5，%D1>?EB S1>GA4>? $$!,,"，6AD>1）

5;&(,-%(：.A4 >:F4; ;4K8:H1F TD1: QB1>AB1’E A:H4F:2> DE %D1>AB 6:B>F5# P> FA4 K3:G4EE :9 G:HK:ED>?“< U3D;F UD:?31KA5 :9 =B TD1:
HB 1>; TD1: QB1>AB1”，FA4 1BFA:3 F3D4; 188 K:EEDL84 H41>E F: G:884GF TD1: QB1>AB1’E B>KBL8DEA4; K:H4E，1>; 9D>1885 ?:F 188 :9 FA4>（18@
F:?4FA43 -V KD4G4E）93:H WA1>? A1>XAD，TD1:’E 2D94，2ADGA H1;4 FA4 1BFA:3 AD?A85 E1FDE9D4;# *:2，FA4 1BFA:3 K34E4>FE FA4 G:HD81FD:> F:
G1F43 F: FA4 341;43E 1>; F: G:H9:3F FA4 E:B8 :9 FA4 E1?4#
6#)7*,2&：TD1: QB1>AB1；6:HKD81FD:> :9 Y>KBL8DEA4; N:4HE；N:4HE

·(+·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