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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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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对于创新型综合性
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凸显。传统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亟待拓展，高等
教育的培养方式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当今社会在新时代高
等教育人才的培养体系中，教学需顺应时势逐渐转向以培养创造性
思维的人才为重心。

何为创造性思维？“如果一种思想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新颖的并
包含新的要素，如果这一思想被认为有益于问题的解决，那么它在
一定的社会制度中便作为创造性的成果被人们所接受”[普莱泽尔
（Preiser）,1986]。创造性思维以“新”为显性特征，其新首先要在
考虑问题多维度为具体体现；其次“新”要以内容的新为根本；再
次“新”体现在实践过程中方法不断以“变”为“新”的具体实现
方式。“新”这一要素既是创造性思维的内容也是创造性思维的体
现更是创造性思维的成果。一切“新”的要素要使其具有现实意义，
它必须成为实践中问题解决的工具。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可以推
动社会进步加速文明发展，这都是基于人们所接受的“新”的思想
和方法实现的创造性成果。

在高等教育教学中应从传统的应试人才培养为教学重心转向
以培养创造性思维人才为教学重心。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条件包含三
方面：首先，从个体思维拓展的角度来看，创造力是建立在一定的
思维能力、思维风格和积极的人格特质的基础上的。这是以培养个
人思维及人格发展为重心的培养方案在具体教学实践中的应用。高
等教育的对象是 18-22 岁的成年人，他们的思维和人格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且特质鲜明并具有强大的塑造潜能，在身体和智力的发育上
已经成为成年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基于给出的条件进行理性的分
析和逻辑推理。从这个角度上看教学可以在他们现有的知识体系上
进行拓展，从社会学、人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人才知
识储备培养，教学实践中应以灵活多变的方式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在教学实践项目中塑造他们敢于担当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从而树
立学生高尚道德的人格品质。其次，创造性思维会受到问题的提出
而得到激发。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在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实
现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个领域的问题催生了创造性思
维，创造性思维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推动了科技发展时代进步。在高
等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但需要善于发现问题并且创造问题来引
导学生思考解决问题，同时也需要鼓励学生相互提出问题，可以说，
高等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学生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过程来逐
步实现的。再次，创造力思维的培养是一个过程，培养环境就显示
出尤其重要。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需要文化、社会、学习、实践的环
境，其他人或空间环境都会对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有重要的影响。

高等教育教学中，培养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可以基于创立以上
三个创造性思维培养条件的角度来进行设计并开展。首先，从个体
思维拓展的角度来设计创造性思维培养方案，拓展个体思维是基于
一个完善成熟的思维体系和完整的知识架构基础，在这个阶段的高
等教育教学培养方案首先要拓展固有知识的覆盖面，培养学生阅读
习惯，鼓励学生进行人文类、社会学以及科学和哲学等书籍。在拥
有足够的阅读量的基础上，学生可以站在先贤哲人的肩膀上展望未
来，提高学生的思维格局，拓展学生的思维局限，为创造性思维的
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基于创造性思维会受到问题的提出而
得到激发这个特质来设计高等教育的创造性思维培养方案。在教学
实践中始终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中心，一环扣一环问题的提出会
形成学生不断探索找寻答案的动机。“作为个体的主体，生来就是
有其天赋需要的………而所感受的对象则获得了他激励和引导活
动的机能，也就是说，变成了动机”（列昂捷夫：《活动 意识 个性》）。
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但提出问题还要引导学生相
互提出问题，培养创造性思维的问题属于开放性问题，通过问题的
提出到思考解决达到所学知识与阅读知识的融会贯通更进一步触
类旁通，学生亦可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创造性思维的习惯。再次，
建立为培养创造性思维形成的环境。“创造性思维的形成需要一个
漫长的过程，其受到工作和学习环境、集体的影响、其他人或空间

环境都会影响创造力的发展。”（【德】希格弗里德.普莱斯尔 尼奥拉.
布赫候尔茨 《创造力的训练》 2001。）人类生来具有社会性，不
同的环境会产生或社会助长现象或社会懈怠现象。扎荣茨提出：他
人在场可以增强个体的优势反应。建立创造性思维形成的环境可以
从三方面来开展：首先建立积极的人的环境，包括家庭、同学及朋
友。“要有所发现不仅要见人之所见，更要思人之未思。（奥尔贝特.
圣捷尔洁 《沉思的科学家》，1962）；其次，建立良好的学习环境，
不仅包括课堂内教师知识的教授及问题的提出，也包括要求学生课
外利用传统的书籍和多媒体平台进行各类知识的探索和积累；再
次，建立有效的教学实践环境，包括带领学生参与校内校外的实践
实习机会，拓展人脉创造与业内专业人士进行讨论交流的机会，并
鼓励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进行所学相关领域的专业观摩和实践。

创造性思维的产生是一个过程，思维方式是无意识的直觉的，
所以建立创造性思维习惯需要经历七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在第一个
阶段的教学培养方案中，重心放在培养学生始终以开放的心态面对
世界。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首先需要扩充学生的知识储备量，
拓展学生的知识体系，鼓励学生在课堂内外养成读书的习惯，逐渐
树立努力进取人格不断汲取理论知识并积累丰富实践经验。其次，
在此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始终要求以新的角度切入专业领域知识的
探索中，引导学生善于思考善于用创新的角度解决问题。再次，鼓
励学生利用一切机会实践创造性思维，鼓励他们走出课堂进入社
会，拓展人脉了解个体不同思想的迥异，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包容，
学会以坦然的心态接纳他人的不同，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第二
个阶段的教学重心是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明确目标，这一阶段是
基于学生拥有丰富的知识来开展多角度深入分析问题，贯穿在创造
性思维培养教学过程中的主线是明确目标，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学会创新思维始终围绕既定的目标，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三个阶段是准备阶段，在此阶段是对现有知识进行“破”和“立”
的工作，“破”在于原有知识基础上的突破，“立”为创造性思维的
内容及方法的确立。第四个阶段是与问题保持距离，与问题保持距
离的目的在于通过跳脱固有思维体系的捆绑的方式拓展思路并进
行反思。探索突破问题局限的途径，引导学生可以通过这一阶段的
学习学会寻求用创造性思维构建更大的思维格局。第五个阶段是发
展思想，如果说第四个阶段是做减法，那么此阶段的教学培育目标
是做加法，根基于学生成熟的知识体系经过“破”和“立”的过程，
围绕既定的目标进行创造性思想内容的扩充和拓展。第六个阶段是
评价并筛选想法，评价是多方位的综合性评价，既要从上俯瞰进行
宏观性的全局评价也要从下面落实的角度进行微观评价。评价既需
要正面的肯定评价也需要负面的否定评价更需要提出问题的启发
性评价，其目的都是为了激发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第七个阶段是完
善、介绍和实现想法。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否定之否定的思维培训过
程来完成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工作。

在明确创造力发展在新时代进步中的重要作用，高等教育的教
学重点需要放在培养创造性思维人才这个目标。人才培养方案需要
在教学中不断创新不断优化，通过以培养创造性思维为教学重心的
高等教育方式，满足当今人才资源市场上对创造性思维的综合性人
才的需求，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建立好良好高等教育
的人才储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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