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教育论坛: 4卷1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创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创新注定会推动

社会发展变化，它往往会促进社会进步。创新总伴随着

灵感的产生，来了灵感便有了可能的创新。灵感到底为

何物是很值得研究的。如果灵感也可以培养的话我们应

争先恐后的去研究其培养方法，因为理解掌握了灵感便

掌握了创新的主动权。灵感原本是思维或思维成果，和

人为培养具有正相关关系。1

在当今的语境中“灵感”一词外延狭小而内涵丰富，

专指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思考活动中突如其来的新颖的

价值高的思想、方法、理论、技术。从结果来看，“灵

感”是一种思维，是灵光一现的创新思维；从产生的过

程来看，它不是空穴来风凭空产生，它是前期思维顿悟

结果。这样一来“灵感”总与“创新”相伴相随，二词

便成了孪生姐妹。由于“创新”在人们的能力结构之中

有点“高大上”，所以“灵感”在人们的认识水平中显得

神秘莫测。

有 句 哲 理“退 一 步 海 阔 天 空 ”， 不 妨 我 们 将“灵

感”一词分开为“灵”与“感”两个概念，“灵”自然指

“心灵”“灵魂”“灵活”“灵验”之意，“感”便指“感

知”“知觉”之意。如果将“灵感”之字面意思作为其

含义，那“灵感”便不难认识了，它就是我们平常的心

理活动，包括人们的各种思维活动。虽然这样认识“灵

感”有些武断，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灵感”，

我的目的是为认识“灵感”做一个铺垫设一个台阶。人

们凭空不会产生心理活动的，它的产生原因包括视觉、

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痛觉、回忆、潜意识在内的

多种可能。对此分类说明便一目了然。先说人们以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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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为特征的心理活动，它是伴随着“灵”与“感”展

开的。你想我们的“喜”“怒”“哀”“乐”能缺少“灵”

与“感”嘛，它必定是具体刺激物开启了心灵去进行了

具体感知或知觉的思维过程，就连我们的回忆所带来

的情绪思绪变化不是没有具体原因的。其次说以感知、

知觉、经验为特征的心理活动，它是伴随着“灵”与

“感”展开的。感知认识事物不开启心灵怎么行啊？！不

去感知感悟知觉怎么行啊？！以“经验”为主的心理活

动不也是开启了心灵去回忆、观察、想象、理解、判断、

选择、操作的展开过程嘛，照样伴随着“灵”与“感”

的参与。再次说以感知、知觉、经验、探究为特征的心

理活动，它是伴随着“灵”与“感”展开的。这类心理

活动有探究过程，其心理活动往往是迂回前进的，中间

会增加观察、联想、想象、分析、综合、抽象、概括、

具体化、系统化、合情推理、逻辑推理、直接推理、间

接推理等过程，甚至会出现停顿休息或注意转移等过

程。这种心理活动与其他心理活动一样，照样是非智力

因素和智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过程，照样伴随着“灵”

与“感”的参与。增加探究过程情绪可能会增加挫折情

形而思维可能会出现卡住不流畅情形。面对问题每当我

们的情绪受挫或思维被卡之时，我们的心理活动或靠着

意志继续前行或暂时停顿后再继续前行，前行中或有意

或无意，或经验或探索，或逻辑或形象，或理性或非理

性，实际上它都是自控意识与潜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历这样的心理过程我们不是收获突如其来的思想、方

法、理论、技术，就是出现无意转移或有意转移，这时

出现的思维无论哪种情形都叫“灵感”，这样的心理过程

往往是这两种情形的几个回合或多个回合，“灵感”也必

然跟着出现几次或多次。看来“灵感”原本是人们各个

时刻的心理活动，包括思维活动。“灵感”或许是新构思

或许是新假设或许是注意转移或许是新情绪亦或是经验

灵感原本是思维或思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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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灵感”并不保证它对人有益，也不保证每每“灵

感”皆有创新。人们也许会在全部自控意识过程中获得

“灵感”，如通过逻辑推理获取新的结论，一般来说更

多的“灵感”会伴随着人们的潜意识。大众认知的“灵

感”和上述阐明的本真“灵感”并不矛盾，只不过它具

有鲜明的新颖性、价值高、少见特征罢了，只不过它的

概念外延更小内涵更丰富罢了。“灵感”到底为何物？从

广义上说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灵感”不断出现的

过程；从狭义上说凡需要探索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都伴

随着“灵感”，在我看来我们心理活动过程中靠自控意识

或潜意识产生的“非经验思维”都定义为“灵感”符合

学术需要，我们没有必要把自主不自主的转移称谓“灵

感”，我们没有必要把我们心理活动过程中靠自控意识或

潜意识产生的“经验思维”称为“灵感”。这样定义“灵

感”也比较契合与“大众认知的灵感”。从以上角度来

看，“灵感”是我们平常经常出现的思维，上面定义的

“灵感”将其外延缩小了一些而已，大众认知的“灵感”

比这里定义的“灵感”含有三个显性特征罢了，第一个

显性特征为“特别新颖”，第二个显性特征为“价值特

别高”，第三个显性特征为“很少见”。大众认知的“灵

感”包含于这里定义的“灵感”之中，可见“灵感”并

无神秘之意，它是我们的老朋友。它原有的神秘性是由

心理学中“灵感”的范例所致，致使那里的定义有特定

的指向内涵丰富而外延狭小，人们平时应用的“灵感”

往往是教材范例的一次模仿，去模仿那里“高大上”的

“灵感”。再看几个实例，牛顿观察到苹果落地想到地球

引力这个“灵感”是一段创新思维，也是前期思维顿悟

成果。

没有“灵感”就没有创新，如果“灵感”可以培养

的话那么培养“灵感”的方法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灵

感”可以培养吗？既然“灵感”是一段思维或思维顿悟

成果那么开启人的思维去不断探索研究“灵感”就会不

找自来，相反思维懒惰靠等待守候是不可能出现“灵

感”的，“灵感”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数学家的“灵

感”物理学家没有得到，其根本原因是物理学家没有研

究数学；物理学家的“灵感”数学家没有得到，其根本

原因是数学家没有研究物理。所以你想获取哪个领域的

“灵感”就应该专注于这个领域或紧密相关的内容。在

互不相干的内容上下功夫不会收获你想要的“灵感”，这

是值得注意的一点。“灵感”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活动中

产生的，具有很高价值的“灵感”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

创新活动中产生的。围绕问题开展创新思维活动是收获

“灵感”的方法也是实现创新突破的必经之路。

“灵感”并不新奇也不神秘，只要我们不断地进行相

关探索研究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灵感”，当然避开互不

相干内容的研究也是必要的。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按

部就班安心创新创业，创新创业应该没有捷径。

“灵感”表现因个体差异而不同。当一个人的思维具

备态度、习惯、毅力、兴趣、人际关系、合作精神、勤

劳、勇敢、纪律等非智力因素优秀品质，他的思维活动

才会更高效，他的思维面才会更开阔，它的思维总量才

会更大，从而他的“灵感”就多，他“高位段灵感”出

现的概率就跟着增大；当一个人的思维具备灵活性、深

刻性、批判性、系统化、具体化、综合、分析、抽象、

概括、逻辑、推理等智力因素优秀品质，他的思维活动

在广度、深度、效度、信度会更胜一筹，从而他的“灵

感”就多，他“高位段灵感”出现的概率也跟着增大。

当然，一个人同时具备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方面的

优秀品质时，他的“灵感”及“高位段灵感”自然会更

加突出。有必要交代的是人们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

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拼为一体的心理特征。有些心理

活动倾向于智力因素，如思维表现灵活深刻；有些心理

活动倾向于非智力因素，如遵守纪律；有些心理活动对

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方面要求都比较高，如，“表现

自律”、“注意力集中”、“记忆力优秀”。

有人说丰富的知识经验会干扰创新，甚至会说低年

级的学生创新能力好于高年级学生。这是一个误解。一

个人有丰富的知识经验有时可能会想的多浪费点时间，

但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人的思维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可以

人为控制的有意注意，思维活动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选择

性，人会围绕着问题和要害推进思维。相反，人的思维

活动往往会因知识经验匮乏没有格局而阻碍探索研究的

进行。显然没知识没文化较学富五车对创新活动负面影

响更大。小孩的创新成果不如成年人多这一现象不是证

实了这一点嘛。创新能力和人为培养具有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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