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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幼儿数学能力对批判性技能及创造力的影响 

——以拉萨市某幼儿园为例 

姚明 1  李远 2  李昊*   
（西藏大学教育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  要：幼儿数学能力和批判性技能与创造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西藏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对西藏幼儿的学习成长也产生着

深远影响。本研究对拉萨市实验幼儿园城南分园 120 名幼儿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综合分析了幼儿数学能力、批判性技能与创

造力之间的影响关系，以期为西藏创新型人才幼儿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基础。相关性分析显示：幼儿数学能力，批判性思维技能与创

造力显著正相关，幼儿数学能力与批判性思维技能显著正相关。中介作用分析与检验发现，幼儿数学能力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创

造力水平，而且通过批判性思维技能产生间接影响。建议西藏幼教工作者以讨论式学习、绘本阅读、游戏活动等方式避免幼儿园数

学教育小学化，促进幼儿数学能力的发展，培养批判性技能，提高幼儿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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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数学是指幼儿所学习的最初步的数学知识，包括数

量、形状、空间等方面的内容。[1]而这些内容又是开发幼儿大脑

潜能并使之转化为严谨的推理能力、抽象概括能力以及解决问

题等实际能力的关键。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数学能力和批

判性技能与创造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要提升幼儿创造力培

养创造性人才，就应注意在教育过程中发展幼儿的数学能力和

批判性技能。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对西藏幼儿的脑认知功能的

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同时具体表现在西藏幼儿的数学能力发展

上，基于此，西藏幼儿数学能力发展对批判性技能及创造力的

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分析 

（一）相关分析 

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均高于 0.60，

说明相关测量的内部一致性较好。按照 Tsui, Ashford, Clair 和

Xin(1995)的要求，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应检查变量的多元共线性

问题。并且，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应该不大于 0.75，本研究中

所涉及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该标准。此外，本研究中的自

变量虽然都是主观报告，但是分别在不同时间进行，所以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多元共线性的问题。本研究通过 Pearson 相关分

析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幼儿数学能力

分别与批判性技能和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r=0.24, p<0.01; 

r=0.34, p<0.01）；而幼儿批判性技能得分与其创造力呈显著正相

关（r=0.24, p<0.01）。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变量间的相关

系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均值 标准差 1 2 3 

1.数学能

力 
6.58 .79 1 .24** .34** 

2.批判性

技能 
1 .64 .24** 1 .24** 

3.创造力 3.5 .39 .34** .24** 1 

（二）中介作用分析与检验 

批判性思维技能的中介作用：为了检验批判性思维技能对

数学能力和创造力的中介作用，研究使用 Hayes（2013）提供的

SPSS 插件的 model 4 来检验中介作用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年

龄，性别等变量的前提下，数学能力对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回归

系数显著（β=0.19,SE=0.07, p<0.05）；数学能力对幼儿创造力

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7, SE =0.04,p<0.001）。中介变量批判性

思 维 技 能 对 创 造 性 的 回 归 系 数 显 著 （ β

=0.15,SE=0.05 ,p<0.01 ）， 整 个 回 归 方 程 显 著 （ R2=0.14, 

F(2,117)=9.70, p<0.001）。随后，研究采用 Bootstrap 抽样的方法

确认中介作用的 95%置信区间（CI），结果表明，批判性思维技

能对数学能力和创造力的关系的部分中介作用成立(indirect 

effect =0.04，95%CI= [0.001 0.116])，在本研究中批判性思维技

能在数学能力与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数学能力通过与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共同作用提升创造力，

其中数学能力既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技能，从而影响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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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直接影响创造力。即数学能力越高批判性思维技能越高创造

力也越高，批判性思维技能越高幼儿创造力也越高。请见下图

1。 

 

图 1 幼儿数学能力与批判性思维技能及创造力的关系 

三、分析及建议 

本研究探讨了幼儿数学能力与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创造力之

间的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数学能力与创造力正相关；

数学能力与批判性思维技能正相关；批判性思维技能与创造力

正相关；批判性思维技能中介了数学能力与创造力的关系。为

幼儿创造力的研究补充了实证依据，为西藏地区引导培养幼儿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提供了理论基础。且本研究结果显示，幼

儿创造力水平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年龄上差异显

著，且中班幼儿普遍高于大班幼儿。 

（一）人口学变量对创造力的影响 

数学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

的，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些人口统计学上的因素如性别与年龄。 

1.年龄。本研究显示，中班幼儿的创造力水平高于大班幼

儿。造成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以下原因：幼儿进入幼儿园前中期

由于年龄较小，认知水平较低，小班到中班时幼儿认知能力快

速发展，在幼儿园主要学习一些基本生活能力，教师对幼儿进

行的教育也以一些基本的感知教育为主。此阶段幼儿思维开放

性较高。大班幼儿面临幼升小，逐步开始接受规则教育，尊重

权威，教师对幼儿进行的教育也以知识教育为主，可能限制了

幼儿创造力的发展，导致大班幼儿创造力低于小班幼儿。 

2.性别。本研究显示，在中班大班阶段，西藏地区男幼儿

与女幼儿之间的创造力差异不显著。在成年人之间已有研究表

明男性创造力要优于女性，Tegano 和 Moran（1989 年）的研究

发现在多维刺激流畅度的测验中男性较女性获得了较高的分

数。[2]但在现如今，随着国家生育率已大幅下降，人们的重男轻

女思想与男女偏见正在逐步淡化，社会也越来越男女平等，家

长对待自己的子女无论男女都十分关爱，同等重视对自己子女

的培养。在这种思想观念之下，幼儿受到的男女偏见越来越少，

从而导致男幼儿与女幼儿之间创造力无显著差异。同时，由于

创造力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认知能力，性别无法作为单一因

素影响幼儿的创造力表现，基于我们的研究，幼教工作者在幼

儿创造力培养的过程中应摒弃男女性别偏见，坚持男女平等的

教育理念。 

（二）幼儿数学能力、批判性思维技能与创造力之间的关

系 

数学被誉为“思维的科学”，数学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提

高学生的思维水平，优化学生的思维品质，其中就包括思维的

批判性。数学能力包含批判性思维，故幼儿数学能力影响批判

性思维技能。[3]而 Mohammadi（穆罕默迪）等研究表明[4]，改善

批判性思维能力可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水平。本研究结果显

示，幼儿数学能力、批判性思维技能与创造力之间存在数学能

力直接与创造力正相关、数学能力与批判性思维技能正相关，

批判性思维技能与创造力正相关，批判性思维技能对数学能力

和创造力起中介作用。由此可见，在社会极度需要高素质创新

型人才的今天，基于本研究发现数学能力对幼儿批判性思维技

能及创造力都有促进作用，对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应重视幼儿数

学能力的发展并积极培养幼儿批判性思维技能。 

（三）教育启示 

1.男幼儿与女幼儿创造力相差不大，教育者需要坚持男女

平等的教育理念，摒弃“女生就是不适合当科学家”等学科偏

见，重视教育公平。 

2.幼小衔接阶段偏向知识教育，即提前小学化会对幼儿创

造力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导致幼儿思维固化，教育者应当加大

对幼小衔接阶段幼儿创造力培养的重视。 

3.在西藏地区正缺乏创新型人才的今天，幼儿教育者应重

视对幼儿数学能力和批判性技能的培养，通过讨论式学习、绘

本阅读、游戏活动等方式切实提高幼儿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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