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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要〕这是一项针对切岁超常儿童特点安排的教学实验
,

目的在于探讨和健进超常儿

童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品贡一一发散性思维的发展
。

为期十周的教学结果表明
,

这样的教学过

程可以使被试在思维的可塑性
、

流畅性
、

独创性以及产生蕴涵意义的能力
、

解决问题能力和

推理思维等方面受益
�

同时
,

为超常儿童教学中适当地发展一些有关思维方式的�果程提供了

积极证据
�

一
、

课题的提出
’

近些年
,

许多地区开始尝试为智力发展优异的超常儿童提供特殊教育的机会
。

从
“

教一

学
”

模型的角度看
, ’

它们大都限于 两种方式
。

一是课程前置
,

即把为常态儿童将来学习的课

程提前进行教学
� 二是压缩内容

�

即把为常态 儿童长时间内学完的课程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

成
。

但 从我们看到的国外一些有关资料大都认为
、

适宜于超常儿 童的 课程要有
“

区别于普通

学生教学程序的差异
” ,

这种差异包括四个方面 � � � � 教学内容上 的修改 � � � � 教学过

程的修改 , � � �教学结果的修改 � 以及 � � �教学环境的修改
。

� 且 ’

一九八五年夏季
,

我们在北京八中成立了一个平均年龄 � 岁的实验班
,

实验班的 学生径

过全国超常儿童协作组编制的 《鉴别超常儿童认知能力测验 》的筛选
,

表 明他们的智能发展

是优异的或较为优异的
。

针对这些学生的心理特点和 知识结构
,

在对一 般课程做适当改进的

同时
,

我们做了一次颇有启发性的关于发散性思维的教学实验研究
。

发展学生的 思维能力
,

特别是创造性思维能力愈来愈受到国内外心理学和 教育学研究者

的往意
。

一般地讲
,

发散性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
。

《 � ’国内外研究者发现
,

课堂教 学 内

容往往更侧重辐合式的思 维
。

而引导和支持求异
、

发散和创造性的学生
,

是当今对常态
,

亦

是对超常学生的重要课题
。 《 ”

‘ ’

当然
,

我们搞的这个教学实验不能具备超常儿童教学模型 应具备的所有变革
。

在这一 教

学实验 中主要突 出以下几个原 则 �

� � � 在 内容上
,

教学 目的不在于传授更多的 知识
,

而是通过呈现待解决的智力间题
,

启发学生灵活运用 已有的知识解决问题
,

以期了解并促进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发展
。

� � � 在教学过程中强调推理的证据
。

即要求学生不 仅表达他们的结论
,

同样表达 导致

结论的过程
� ,

运用这种方法
,

能够通过讨论使学生了解别人所采取的思维过程
,

并能鼓励学

生评价他人
�

思考的过程和 结果
,

也为我们提供 了 一
个评估学生思 维水平的工具

。

� � � 在教和学的关 系方面是集中于 学生而不是教师的观点和兴 趣
。

教师提 出问题
,

由



学生解决
,

学生之 间 互相评价
,

并由学生 自己做出结 �仑
。

所以
,

是以学生为巾心 的 坟 学 买

验
,

教师只 起辅助作用
。

二
、

方 法

我们在有关文献中找到十个题 目作为实验材料
。

考虑到我们的被试是年龄在�� 岁左右
,

智 少�发展较好
,

已达到初中一年级的教学内容
,

他们中大多数有广泛的课外 阅读等实际竹况

,

我们在编制题 目时注意以下几点 �

� � � 鼓励学生对呈现的问瓢做出多种解决
,

但这些题 目不是无限制地有各种答案
,

而

是有一个或几个可被接受 的答案
。

� � � 这些题目不是尽可能地躲避知识的影响
,

而是有意识地运用 一 些 知 识
,

解决问

题
。

这样
,

鼓励 了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

扩大知识面
。

� � � 根据实 验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我们的兴趣
,

这些问题 涉及 的概念大多属 〕� 自然科

学的范畴
。

枚学实验每星期
一

次
,

你次大约一节课
,
� �分钟

。

每次解决一 个问题
。

每次教学实验的

一般做法是 �

� � � 由教师呈现任务
,

发给学生每人一页印有题 目和要求的纸
。

� � �要求学生写出解决这一 问题的方法 �包括 各种可能的方法和最好方法 �
。

� � � 要求学生尽可能写出如此解决问题的原因
、

结果和 自己的思
一

考方式
。

� � � 同学之 间互 相交流
。

学生既可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

亦可评价别 人的方法
。

我们

对这 一过程做了录音录相处理
。

� � � 在教师的辅导下评价 自己的解决方法
,

并写 下受到的启发
。

为了考察这样的教学实验是否能够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

我们在教学实验前后 分别做了

有关创造性思维的六项侧验
,

以期进行 比较
。

《” 它们 分别是可塑性思维能 力 � 工 �
、

流畅

性思维能力 � 亚 �
、

独创性思维能力 � 皿 �
、

产生蕴含意义的思维能力 � �� �
、

解决问题的

思维能力 � � � 和推理思维能力 � 又 � 等六项测验
。

这套测验系全国超常五
』

童研究协作组在

三年总结中的材料
,

内容包括数字组合
、

列举算式
、

速算方法
、

词语联想
、

气司语组合
、

寓言

理解
、

蕴含意义的产生
、

简易设计
、

物体用途
、

图形变换
、

解决问题和逻辑推理等方面的��

道题
。

我们对测验材料作了适 当修改
,

以便使这一个别测验可 以用于集体实施
。

三
、

教学实验的结果

在表 �
�

列出的是教学实验以前六项创造性思维测验的结果
,

表 �
�

列 出了�� 星 期教学实

验以后 六项创造性思 维测验
·

结果
。

表 �
�

对各项测验的前后 结果进行了平均数差异 的 显 著

性考脸
。

表 � 教学实验前六项 创造性测脸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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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教学实验后 六 项创造 性刚验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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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项浏脸在教学实验前后 的 差异比较

项 目 �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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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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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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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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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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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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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决问题

,
�

推理思维

我们可以看出
,

除了解决问题测验在教学实验前后 比较中无 明显增长
,

其它五项测验的

成绩均有显著的进步
。

下面的表 � 中
,

我们把各项测验的增长百分故作了比较
,

以便 了解教

学实验在六项测验中的增长幅度
。

表 � 各项 测验增长的 百分率

浏 验 �

增长 � 多 � � � � �
�

� ��
�

�

不难看出
,

这样的教学实验在发展 学生的 流畅性思 纤�能力方而收益辰佳
,

其次是在可塑

性思维能力
、

�

独创性巴维能力以及产生蕴含意 义的 思维能力方而
。

为了探讨拉学实验在创造性思维六项测验中的影响及其内在关系
,

我们把学生对每次教

学题 目的反应作了两个统计
。

一是在所有教学实验中学生提 出了多少解决问题的方法
,

这可

以作为发散性思维的一个指标
� 二是学生在所有教学实验中正 确解决问题 的次数

,

这可以作

为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一个指标
。

把气个学生在教学实验中的 这两个得分分别加起来
,

然

后做相关检验
,

结果相关系数为�
�

�� �
,

叩两个指标没 有一致性
。

也就是 说
,

一个学生 能 够

想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

但不一定是可行的 �
反之

,

能够王确解决问题的学生也不 一定会

想出多种解决方案
。

下面的表 � ,

列出了
�

透两个指标分别与教学实验前和教学实验后六项测

验分数的相关值
。

可以看出
,

学生在教学实验 �
和能够想到解决问题数贵与教学后独创性思 维测验取得较高

的一致
。

而 学生在教学中正 确解决 问题的数最与教学后流畅性思维和解决问题两个测验取得

较高的一致
。

但学生想出解决问题的数 � 作为发散性指标 �
一

与教学宝验后可塑性思维测验有
‘

一 定的负相关
,

我们尚不能作 出很好的解释
。



表 � 两 项指标 与教学实验前后六 项 测验相 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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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教学实验意 旨在超常儿童发散性思维的研究
,

我们对教学实验开始两次与最

后两次学生提 出解决问题的 营
�

数做了比较
,

列在表 �
。 ‘

臼表 明
,

虽然学生提 出的解决方法有

些增长
,

但在教学本身中的变化不 很明显
。

表 � 教学实验开 始和 结束 两 次学生提 出解 决方 法的 次数比较

项 目 � � � � �

开始两次教学 �
�

�� �
�

�时 ��
�

�

�� �

最后两次教学 �
�

�� �
�

�� � � �

为了考察这样的教学实验对不 同思维发展水平学生的影响
,

我们比较了教学实验前六项

测验中总成绩排在前七名和 总成绩排在最后八 名学生在教学后测验的平均增长分数
。

看看哪

类学生在
,

这样的教学巾受益更多
。

表 �
,

·

两种被试教学前后 总分比较

��口‘

被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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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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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出的表 7 可以看出
,

在教学前各项测验总分较高的学生平均增
一

长了17
.
6分

,

而测脸

总分较低的学生平均增长了35分
。

也就是说
,

原来得分较低的学生受益更多
。

从某种意义
_
{二

讲
,

我们认为
,

‘

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推广到常态学生
,

对发展常态儿童的创造性思 维
,

特别

是发散性思维是有积极作用的
。

四
、

讨论与小结

( 1 )针对智力发展优异学生的心理特点
,

以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为 目标的教学过程还

是第一次尝试
。

从得到的初步结果看
,

这种尝试 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

能够促进这些 学生可塑

性思维
、

流畅件思维
、

独创 性思维
、

产生蕴含意 义思维及推理思维的发展
。

当然
,

在教学实

验的过 程中
,

学生们共它 课程和课外学 习活动照常迸行
。

使得教学前后测验的差异除了包括

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外
,

当然还 包括 l翔然成熟这 一 因素
。

了I
一

l. 我们认为
,

造成这一井 异的 卜‘
!.’:J 川

索无疑还是教学实验的影响
。



从六项测验的前后 比较和各项增长百分率来看
,

被试在流畅性思维测验上增长最

多
。

也就是说
,

学生通过这样的教学训练能够使他们在创造性思维上产生更多的意念
。

但在

解决问题测验中
,

前后两次分数却没有明显的上升
。

我们认为
,

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是创造

性思维发展的较为 复杂的层次
。

它要在思维流杨性
、

独创性的基础上
,

在对原有材料掌握和

熟悉条件下进行加工操作才能形成
。

所 以
,

短短十个星期的教学很难对解决问题测验产生较

为显著的影响
。

( 3 ) 我们的教学实验对象是平均年龄在10 岁左右的学生
。

他们的智力发展较为突出
,

求知饮强
.

,

思维灵活
。

但他们的课外阅读却不尽相同
。

他们有的喜欢天文地理
,

有的喜欢物

理化学
,

也有的善长数学逻辑
。

这样的教实学验使他们之间能够在知识上互相了解
、

互相补

充
,

丰富各自的知识结构
。

在这一教学过程中
,

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大陆漂移学说
、

传统条

件反射理论
、

食物链的形成
、

立体视觉现象
、

自然选择
、

引力场
、

共振现象
、

凸凹镜成象规

律
、

向心力与离心力等许多为该年龄学生来讲还鲜为所知的概念
。

每次遇到这种清况
,

鱿首

先 由提出这一概念的学生给大家讲解
,

再 由其他同学 做补充
。

如果必要
,

教师也做一些相应

的说明
。

这种方法激发了学生的求知兴趣
,

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
。

许多同学在教学课后 也互

相讨论
,

借来有关书籍阅读
。

我们认为
,

这样的教学过程是比较符台这些学生实际需安的
。

( 4 ) 由于要求学生不 仅写下解决问题的方法
,

还要表达解决问题的原 因和思考方式
。

使得我们有可能较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
。

如邓克尔 ( D 叨kel ) 提出过这样一 个 着 名

的 同题 :

“

有个患胃癌的病人
,

对他进行放射性治疗
。

若用现光照射细胞
,

治疗效果就好
。

但是

光线太强
,

也会损伤好细胞
。

因此
,

对好细胞来说
,

又希望是弱光线
,

但弱光线对癌变部位

又不起作用
。

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呢 ? ”

对于类似的问题
,

同学们以前没有接触过
。

王 X 同学提出了两个方法
: “

¹ 可以取一个

凹 面反光镜
,

聚集光线
,

使聚光线最强的那一点处在癌变部位上; º 可以 取一个凸透镜
,

聚

集光线
,

,

使焦点落在癌变部位
。 ”

他是这样陈述自己理 由的 : “

满足这个条件
,

只要使痛变

部位受到的射线强
,

好细胞受到 的光线弱 就可以了
。

我于是想到了伽俐略用凸透镜大破船队

的故事
。

又想到了显微镜上的 凹面反光镜可聚集光线
。

我就想出了这两个办法
。 ”

王 x 同学

在解决这一 问题时
,

思路灵活
,

联想丰富
,

运用原 型启发的方法
,

较为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题

目 ,

( 6 ) 我们 认为
,

思维的规律只有在思维活动的实践中才能真正获得
。

在教学实验中
,

同学们从解决问题的思考
、

讨论和 交流中得到启发
,

才能成为 自己的东西
。

李X 同学在解决

一个问题后的体会是
: “

考虑问题要周到
,

要全面
,

找出它可能存在的因素
。 ”

梁 x 同学则

说
: “

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多懂多学一些课外知识才成
。 ”

严 x x 听了别的同学的解决方法后

写 道: “

要多运用 已掌握的知识解决问题
,

不能死抠一处
。 ”

孙 x x 同学的感受是
: “

不能

直接就想方法
,

而要一步步地推想
,

尽量联想和 运用所学过的知识
。 ”

可见
,

我们的教学尝

试对这些学生思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 6 ) 采用现场录 音录相分析技术
,

可以较充 分地掌握学生在教学进程的思维及其它心

理 活动
。

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手段
。

但在教学中我们 也发现
,

由于安置 了录 相设备
,

使得一些

学生感到紧张
,

对尚不成熟的想法不愿马土提出来
。

所以
,

这一方法还有待在今后的教学实

验中进一步发展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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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测验研究协会 ( S T A R ) 第八届国际大会召开

焦虑测验研究协会 ( S oei。七y f
o r T

e s t A n x ie ty R
e s o a r e h ) 于一9 8 7 年 6 J1 25一2孚{1 在

挪威的卑尔根大学召开 了第八届 国际大会
。

本届大会的主席 由卑尔根 大学心理系教 授 K ntl t

A
.

H a以v et 担任
。

在开幕式上
; 5 T A R 的主席

、

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 ( 伯克利 ) 心理学

教授 M ar t抽 V
.
C ov 二n 旷。n 与卑尔根大学校长 M 鳃ne L erhei m 博士致了开幕 词

。

大 会 共 分

十六个议程
:
¹ 不同内容中的焦虑一一操作的关系

;
º 焦虑与健康; À 社会一教育对焦虑的

影 响; ¼ 测验焦虑的行为团体处理 :
专题讨论; ½ 不同内容中的焦虑一一操作的关系(续)

;

¾ 概念的差异性; ¿ 焦虑特征量表 ( 5 T A l ) 日耳曼民族的效度研究
.

À 教师的焦虑
;

Á

概念的差异性 ( 续 ) ;  成就领域
‘

一

r

‘
降低焦虑的技 能; @ 焦虑

: 激起与应付;  成就领域中

降低焦虑的技能(续)
;

 焦虑中的认识过程
;

À 焦虑的跨文化研究
、

 焦虑中的 认 识 过 程

( 续 ) ,
 焦虑的跨文化研究 ( 续 )

。

代表们进行了论文宣读和 讨论
。

大会决定
,

进 一 步推

动焦虑和有关课题的实验研究
,

包括跨文化的认识和建立提供理论与实践的交流网络
,

并准

备出版五卷论文集和继续定期发行协会刊物
。

本次大会共收到了十八个国家九十九位心理学

家的六十四篇研究论文
。

会议 已把论文概要编印成册
,

国内的同行与有兴趣的同志需要可与

我们联系
。

( 上海师大 叶仁敏 周家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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