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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中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与教育来

刘国雄 施建农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

摘要 采用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考察了乡镇3～8年级中小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

发生发展状况，结果发现乡镇中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不存在性别差异，表现出先

下降(3～5年级)后上升(6—8年级)的发展趋势。讨论部分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水平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为正确认识和对待乡镇中小学生创造

性思维及相应的教育实践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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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Finding Geometrical Analogies test，this study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of crea．

tive thinking of 11lral 8chool children from Grade 3 to 8．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devel—

opment showed no gender dif玷rence，and a trend to decrease fir8t among gI诅de 3～5，then increa8e among

grade 6～8． Foms and level8 of creative thinking in different grades were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on

treating I-Ilr8l children’s creative think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education8l pr8ctice properly were given in

tbe dj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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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关于创造力的科学研究，始于1869年高尔顿

《遗传的天才》一书的发表，他在书中阐述了天才人

物的思维特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创造

力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

起和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创造力并非某些天才所独

有，每个人都具有自我实现的创造力，正如吉尔福特

所指出的旧o，创造性再也不必假设为仅限于少数天

才，它潜在地分布在整个人口中间。这一观念的转

变使得有关创造力的研究深入到更广泛的领域和对

象，许多学者系统地编制了鉴别创造力的测量工具，

研究也更加深入。

不同的研究者对创造力给出了各种定义。一般

而言，创造力是通过一定的智力活动在头脑中形成

新产品的形象、并使之成为新产品的能力”。。这种

创造活动中的思维过程即是创造性思维，它和创造

性想象一起构成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两大支柱。

了解儿童、青少年创造性思维发生发展的规律

特点对新形势下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创新型人才、大

力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一些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的心理结构与科学家、成人

的基本相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H1，因此在童年期、

青少年期开展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不仅可以早出人

才，还可以早出成果，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

值。

鬻本研究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重点项目。相关学术交流请与施建农联系(E—mail：8Ⅻn@psych．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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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创造力并非是超常儿童所独有，而且

200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9年中国

乡镇在校中小学生人数达到12343．9万人，占全国

在校中小学生总数的60％以上¨儿⋯，对中国乡镇中

小学生的创造力测量显得尤其重要和有意义，并能

对进一步开展特殊儿童的创造力教育提供启示。本

研究采用中德合作修订的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1

(FGA，Finding Geometric Analogies)作为测量工具，

选取能直接反应儿童创造性思维水平的指标——产

生性思维(productive thinking)，也就是创造活动中

产生新产品的能力，对某乡镇中小学生进行了测查，

以揭示其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状况，为正确认识和对

待其创造力、促进创造力发展提供依据和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江苏省昆山市某乡镇3—8年级中小学生

共457名(见表1，7、8年级表示初一、初二)为研究

对象，其中有19名被试(4．2％)性别未作交待(分

布在各年级)。各年级平均年龄大致在足岁半(例

如3年级为9岁半)，标准差均在0．5左右。

表1被试状况分布表

2．2 测验材料

采用中德合作修订的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

(FGA)，一共两道题，每道题有30个具有各种特征

的图形，要求被试按编号选出四个图形，使之建立一

种“A：B=c：D”的类比关系(图1、图2)。第二题比

第一题更难，选用的图形特征更多，要求的操作也更

复杂。对测验任务做出准确快速的反应要求儿童感

知敏锐，图形记忆准确，信息存储方式有利于迅速产

生连锁反应等，这些要求都反映了创造性思维的主

要特点。

丝么二0：◇
图1第一题的一种可能组合(3：13=2：4)

勺陟：么睑=2遗髟匀险
图2第二题的一种可能组合(4：23=26：5)

2．3 测验实施与结果处理

测验上有详细的指导语和例题，集体施测。被

试在规定时间内(每题6分钟)构成的类比数目即

为其产生性思维得分，它直接反映了创造性思维的

发展水平。测试结果全部录入研发的计算机程序，

进行电脑程序化评分。最后采用sPss 11．0软件包

进行数据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各年级FGA作业成绩得分情况

表2 FGA作业成绩(N=457)

表2显示，在两个题目上，3、4、5年级儿童得分

相近、较低，且3年级相对较高；6、7、8年级得分相

近、较高，都高于3、4、5年级，其中8年级最高；各年

级儿童在第一题上的得分都高于第二题。

统计检验发现：1)6(年级)×2(性别)×2(题

目难度)三因素方差分析表明，FGA得分的性别主

效应不显著，F(1，426)=0．29，p<．59，与其它因素

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表明各年级男女生FGA得

分没有统计差别，因此性别因素不再参与进一步分

析，表2中也没有显示。

2)6(年级)×2(题目难度)的分析表明，题目

难度主效应显著，F(1，451)=105．27，p<．00l；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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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主效应显著，F(5，451)=28．43，p<．001；年级×

题目难度交互作用显著，F(5，451)=15．23，p<

．00l，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年级效应在两道题均显

著，F(5，451)=26．23，p<．001，F(5，451)=

15．33，p<．001；难度效应在6、7、8年级显著，F(1，

451)=38．90，p<．00l，F(1，451)=49．48，p<

．001，F(1，451)=90．38，p<．00l，在3、4、5年级不

显著。

采用较为稳妥的Scheffe事后检验发现，第一题

上，3、4、5年级之间以及6、7年级之间得分差异不

显著，p>．90；中年级(3、4、5年级)和高年级(6、7、8

年级)之间，以及6、7年级和8年级之间差异显著，p

<．001。第二题上也存在类似的差异性，但scheffe

检验显示各年级成绩和8年级之间差异达到显著水

平，p<．001，其它差异均不显著。

以上结果说明，①乡镇中小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的发展不存在性别差异，呈曲折上升趋势，3—5年

级有轻微的回落，6、8年级是其创造性思维发展的

加速时期，该时期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快速发展，

显著地将其它年级落在后面，这提示高年级儿童的

思维方式与中年级的不同。这一发展规律在两种难

度的创造性作业上都得到了体现，在低难度作业上

尤其明显，而在高难度作业上的成绩更显示出8年

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结果体

现了创造性思维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特征，同时

也见证了中小学生逻辑思维的认知发展趋势。②中

年级和高年级学生在两种难度任务上的成绩存在交

互作用，具体为3、4、5年级的得分没有显著的难度

效应，而6、7、8年级则存在显著的难度差异，这提示

我们中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可能表现出不同形式

的创造性思维。

3．2创造性思维发生率分析

有许多学生的测验得分是零，因此研究者将被

试在第一题、第二题上是否得分作为其在FGA上是

否表现出创造性思维的一个指标，统计了各年级的

FGA发生率，结果见表3。

表3 FGA发生率(％)

注：发生率=年级得分人数／该年级总人数

表3显示的FGA发生率的发展规律与表2成

绩的发展规律基本一致。还可进一步看出，3、4、5

年级学生在测验中表现出创造性思维的人次百分比

相对较低，都在半数以下，而6、7、8年级则多得多；

在相对容易的题目上发生率更高一些。这说明问题

难度对创造性思维能否得到表现具有重要作用，也

提示中小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存在不同的形式和

水平。

4讨 论

4．1 结合乡镇办学特点。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适度

的创造性教学

国外早期的研究发现⋯，9岁是儿童创造力发

展连续线上的一个转折点，小学前三年级儿童的发

散思维能力不断增长，四年级以后开始下降，五年级

又回复上升，六年级至初一年级出现第二次下降，以

后直至成年基本保持上升趋势。近期研究表明，5—

7年级儿童技术创造性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提高

的，不存在性别差异，中国、德国儿童均是如此¨一；

中学生的创造力态度也不存在性别差异，从初一到

初三年级一直呈发展趋势心1；5—7年级超常儿童的

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成绩高于常态儿童，两组儿童

创造性思维测验成绩大致呈不断提高的趋势，且不

存在性别差异川。

本研究以我国乡镇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与国

内外一些研究者的结论有一些出入。他们的FGA

得分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其

FGA得分在3、4、5年级有所下降，在3年级相对较

高，而在6、7、8年级呈上升趋势，8年级最高，这一

年级发展趋势与早期研究结果大同小异。此外，本

研究的FGA成绩要普遍低于周林等报告的城市儿

童的FGA成绩"1，但发展趋势仍然是一致的。这些

结果表明，尽管乡镇中小学在教学条件及办学机制

上与城市中小学相比会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却并没

有因此桎梏儿童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他们在有

限的条件下仍然逐渐发展着创造性，表现出与教学

条件良好的城市儿童相似的发展轨道，尤其是在6、

8年级显示出创造性思维发展的两次飞跃，这对于

乡镇中小学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适度的创造性教学

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4．2创造性思维的形式、水平及其教育对策

有研究者根据创造性观念的产生过程，将创造

划分为自发创造和理性创造两种归。。前者以个性

的自发性、冲动性和敏感性为基础，通常是跳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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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常、发散的，缺乏系统思维；后者则是理性的、自觉

的，有着明显的辐合与发散的交替，是系统思维的结

果。

本研究中大约20％一80％的乡镇小、中学生在

创造性思维测验上没交白卷，其创造性思维发生率

呈现先下降(3～5年级)、后上升(6～8年级)的趋

势，有理由认为其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是具有阶段性

的，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如小学中年级、高年级学

生，其占主导地位的创造性思维的表现形式不同；同

一阶段的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水平又各有差异。

具体来看，3～5年级为创造性思维水平相对较低的

一个阶段，以自发创造为主，其自发创造在3年级达

到较高水平，并逐渐下降，逐步向理性创造过渡。自

发创造的这种发展趋势与创造性想象⋯完全相同，

似乎暗示着自发创造带有主观想象的成份。6—8

年级则为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阶段，其

中6年级是乡镇中小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关键时

期，其创造性思维形式由以自发创造形式为主过渡

到以理性创造形式为主，且随年龄增加其水平逐步

上升。

学校的创造性教育实践也应反映不同年龄学生

创造性思维的特点，针对不同形式的创造性做出适

当的调整。自发创造由于其偶然性，缺乏系统、理性

的引导，往往容易与猜测、碰运气混淆，需要在特定

的、难度合适的任务中才能表现出来；而理性创造若

总是遵循特定的规律，则又失去了创造本身新颖、独

特的特色。儿童早年的活动、动作、好奇心和创造性

想象等大大促进了其自发创造的发展，而理性创造

的发生则相对要晚一些，而且由于人本身心理资源

和活动时间的有限性，随着儿童理性创造的发展，自

然就会限制其自发创造的表现，从而自发创造会随

理性创造的发展而下降。只有通过自发创造积累大

量的知识经验作为理性创造的出发点，并在理性创

造中融入一定的自发创造，才能使得创造性活动更

加完美，更容易走向成功。

总而言之，创造性思维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质变

和量变同时进行的过程。采用适当的创造性思维测

验(作业)，可以鉴别出个体创造性思维的类型、并

确定不同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发生、发展的水平，从而

做到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促进个体的创造力发展。

在一些中小学超常班的选拔测试中都采用了考察创

造性思维的题目，这无疑会增加测试的可靠性、可预

测性和可解释性，给超常儿童的选拔和教育提供一

项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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