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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提出“智力三维结构模型”以来，关于创造力的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作为

创造力核心的创造性思维也成了国内学者热议的课题，并且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将创造性思维的内

涵、理论模型、测量以及影响因素做一个简要综述，以期为创造性思维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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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Gilford proposed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al model of in-
telligence”, the research on creativity has been attracting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
munity. Creative thinking, as the core of creativity, has also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omestic scholars, 
and related research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the conno-
tation, theoretical model,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eative think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cre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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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教育部包括 Apple，AOL，Microsoft，Cisco 和 SAP 在内的企业以及 NEA 等参与教育的组织组成

的联盟开发的“The P21 Framework”，它于 2006 年首次发布，指出创造性思维是 21 世纪学生必备的核心

技能[1]。研究者认为 1926 年，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约瑟夫·沃拉斯(J. Wallas)发表的著作《思考的艺术》

揭开了创造性思维研究的序幕；1950 年，吉尔福特(Guilford)在美国心理学会上发表了《创造力》的演讲，

是人们开始大量研究创造性思维的标志。我国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较晚，1986 年我国学者刘奎林发表了《灵

感发生论新探》一书，并提出了“潜意识推论”是我国创造性思维理论中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创造性思维”、“创造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并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处理，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1922 篇，通过对数据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后发现，关于

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与测量两个方面来进行，并且多集中于中等教育与高等教

育领域。通过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测量，进而针对性培养其创造性思维，需要对创造性思维进行一个清晰

的概述，掌握其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助力于创造性思维测量，因此，笔者对创造性思维展开具体综述。 

2. 创造性思维的界定 

关于创造性思维，第一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一种能力或思维品质；第二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一种过程或

思维的运转机制；第三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一种产品或成果。 

创造性思维的过程观认为创造性思维是在感知、记忆、理解和思考等的基础上的认知加工过程，是

一种心智活动，见表 1。 
 
Table 1. Creative thinking concept sheet (mental activity) 
表 1. 创造性思维概念表(心智活动) 

研究者 概念 

吉尔福特 
(Guilford) 

创造性思维是一种以发散性思维为核心来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具有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

的特点。 

托兰斯 
(Torrance) 

创造性思维是敏锐地感觉到问题的存在、事物的不完善、知识的空白、关系的不协调等，查

明困难所在，寻求解决途径，对问题空缺成分等作出猜测，提出假设，反复检验并修改，最

后得出结论告知他人。 

顾明远[2] 创造性思维是组织和改造己经获得的知识，使其与当前的问题相适配，从而解决问题的一种

思维活动。 

 

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观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思维品质，见表 2。 
 
Table 2. Creative thinking concept sheet (quality of thinking) 
表 2. 创造性思维概念表(思维品质) 

研究者 概念 

林崇德 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可产生新颖、独特、有社会意义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3]。具有

独特性、新颖性和价值性的特点。 
斯滕伯格 

(Sternberg) 创造性思维是“能产生某种新价值、新产品的思维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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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的结果观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一种思维产品或思维成果，见表 3。 
 

Table 3. Creative thinking concept sheet (thinking results) 
表 3. 创造性思维概念表(思维成果) 

研究者 概念 

刘春雷 创造性思维指是以已有经验为基础，通过多种思维活动产生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思

维过程[5]。 

庄寿强 创造性思维指能产生新颖性思维结果的思维[6]。 

 

综上，创造性思维是个体认知发展的高级形式，是复杂的心理过程，涉及教育学、心理学和神经学

等多种学科，因此很难对其进行统一的界定，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强调创造性思维是一种过程、结果还

是能力，都提到了创造性思维的独特性、新颖性和灵活性，这是吉尔福特最早提出的创造性思维的特点，

后续的研究都是在其基础上开展。 

3. 创造性思维的理论 

(一) 创造性思维的结构理论 

1988 年，美国的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J. Stenberg)运用创造力内隐理论分析法，提出了“创造力三

维模型理论”，他将创造力划分为三个维度，即智力维度、人格维度和方式维度[7]。这三个维度既相互独

立又相互联系，由于智力维度涉及多种成分，如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过程中的计划与评价等，因此智力维

度与创造性思维联系紧密，因而智力维度也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模型。 
(二) 创造性思维阶段理论 

1926 年华莱士(G·Walles)在赫尔曼和庞加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思维四阶段论”[8]。该

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显意识思维和潜意识思维的综合运用，并且每一个阶段的顺序并不是连续不变

的，有时这四个阶段可能会同时作用，见表 4。 
 

Table 4. Wallace’s four-stage theory of creative thinking 
表 4. 华莱士创造性思维四阶段论 

阶段 内容 

准备阶段 
preparation 

发现问题阶段，即围绕要解决的问题大量搜集信息，初步尝试解决问题。此时思维处于显

意识层面。 

酝酿阶段 
incubation 

探索问题解决的孕育期，即运用发散性思维和聚合思维对准备期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此

时进入潜意识思维层面。 

明朗阶段 
illumination 

顿悟阶段，即经过长期的思考，终于有了新的突破，经过潜意识的加工，问题解决豁然开

朗，并伴随“Aha”体验，此时仍处于潜意识层面。 

验证阶段 
verification 

得出结果阶段，即创造主体对明朗阶段的结果进一步验证，进行评价和反思，此时处于显

意识层面。 

 

(三) 创造性思维的测量 

创造性思维的测验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导向作用。托兰斯将心理测量分为两个维度，第一，对认

知—情感技能进行评价；第二，对个性进行综合评价[9]。 
1993 年董奇在《儿童创造力发展心理》一书中指出创造力测验有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

代表性的测量工具，见表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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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 tests 
表 5. 创造力测验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时间 阶段 测量工具 

19 世纪末~20 世纪 50 年代 产生阶段 
1. 高尔顿“自由联想”实验 
2. 比奈和亨利的开放性测验 
3. 吉尔帕特里克的墨迹图测量 

20 世纪 50 年代~70 年代 发展阶段 
1. 吉尔福特“南加州大学发散性思维测验” 
2. 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 
3. 凯根“发散思维测验” 

70 年代至今 完善阶段 产生了特殊创造力测验 
 
贡喆、刘昌和沈汪兵在研究中指出，目前对创造性思维的测量应用最为广泛的两个维度是创造性思

维过程测验和创造性产品测验，见表 6 [11]。 
 
Table 6. Two dimensions of creative thinking test 
表 6. 创造性思维测验两维度 

维度 测验 经典测评工具 

创造性

思维过

程测验 

发散性思维测验 

1. Guilford (1967)的智力结构测验(Structure of the Intellect, SOI) 
2. Torrance (1972)的托兰斯创造力测验(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 
3. 吉尔福特非常规用途任务(Alternative Use Task, AUT) 
4. 林崇德(2007)《中学生创造性思维量表》 

远距离联想测验 Mednick (1962)远距离联想测验(Remote Associates Test, RAT) 

创造性

产品测

验 

同感评估技术 Amabile (1982)同感评估技术(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是当前创造力测

量领域中最主要的评分技术。 

创造力成就测验 

1. Hocevar (1979)创造力行为清单(Creative Behavior Inventory, CBI) 
2. Ludwig (1992)创造力成就量表(Creative Achievement Scale, CAS) 
3. Carson (2005)创造力成就问卷(Creative Achievement Questionnaire, CAQ) 
4. Batey 和 Furnham (2008)创造力行为传记清单(Biographical Inventory of Creative 
Behaviours, BICB)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测验并非只属于创造性思维过程测验和创造性产品测验这两个维度，可以说他们

在生活中应用很灵活，如发散性思维测验也可以属于创造性思维产品的测验。 
(四) 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因素 

影响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因素可将其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1. 影响创造性思维的内部因素 
首先，智力因素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智力因素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集中于探讨智商与创造力的关系，如，吉尔福特与托兰斯均认为创造

力与智商水平有关，且存在于低智商群体中[12]；Torrance 也指出创造力与智力的相关存在于智商 120 以

下的群体中，与此相反 Runco 和 Albert 认为，智力与创造力在高智商人群中有显著相关，在低智商人群

中则无显著相关[13]；我国学者董奇和姚海娟也支持二者的观点，董奇认为高智商的人可能有高创造力，

也可能有低创造力，但低智商的人不可能有高创造力；姚海娟也认为：高创造性思维水平者的认知抑制

能力比低创造性思维水平者更高、更灵活。 
其他有关智力因素与创造力的研究，如，盖茨尔认为智力与创造力不是线性的关系，它还与年龄有

关，年龄越小创造力与智力的关系就越密切，但到了一定的年纪二者就会出现分化[14]。张洪家等人通过

对 315 名初中生进行 Kirton 适应–创新认知风格问卷和 Torrance 创造性思维测验发现，创新认知风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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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创造性思维，而适应认知风格不利于创造性思维[15]。刘克俭认为观察力、记忆力、思维能力、注意

力、想象力、实践能力等，对创造性思维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6]。 
其次，非智力因素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Torrance 和我国学者刘丽清认为创造性思维与内部学习动机有关，Torrance 认为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

是非线性的关系，因此他在指定 TTCT 的指导语时会主动告知被试，这是在测试他们的能力，创造性的

内部动机包括好奇心和求知欲、兴趣和需要以及成就动机等；刘丽清认为影响创造性思维的非智力因素

包括动机、情绪情感、兴趣、意志和性格，并通过分析指出非智力因素对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具有动力、

稳定和弥补作用[17]。阿特金森认为，高创造性的人更愿意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接受挑战的过程就

体现着创造性的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也需要重视，张庆林和曹贵康认为信息型的外部动机能为个体提供

信息，将内外动机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创造者[18]。 
除了动机因素外，托兰斯与我国的很多学者认为人格特质也会影响创造性思维水平，如，张洪家等

人通过测验发现，创造性人格中的好奇心对创造性思维具有正向预测作用[15]。Torrance 也认为不同的人

格对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影响不同，托兰斯认为，好奇、幽默、勇敢、爱冒险、善于自主思考、独立判断

等人格特质能促进创造力发展，而盲目、自我、控制和批判他人、服从权威等特质会阻碍创造力发展[19]。 
同时，也有少量集中于研究情绪情感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如，姚海娟和李亚丹认为积极的情绪情

感状态有利于促进创造性思维，在高兴的情绪状态下，高创造性思维水平者完成字义命名和颜色命名任

务时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强度高于低创造性思维水平者；在悲伤的情绪状态下，高创造性思维水平者处理

冲突刺激时副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强度高于低创造性思维水平者[20]。李亚丹认为情感特质潜变量影响创造

性的认知神经机制；情感影响创造性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21]。 
2. 影响创造性思维的外部因素 
首先，家庭因素。葛孚瑾和陆烨虽然研究着力点不一样，但都重视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创造性思

维的影响，葛孚瑾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影响幼儿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家庭因素包括早期家庭教育、家庭教

养方式、家长榜样作用以及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些因素都对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陆烨通过 7 项实验来探讨隔代教养对儿童创造力的影响发现，隔代教养对儿童的创造力存在消

极影响，在核心家庭中独生子女的创造力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于松凌认为，家庭经济地位能正向预测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且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同时张强认为儿童的创造力受父母的

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父母的教育期望以及情绪焦虑的影响。 
其次，学校因素。关于学校因素，研究者均从教育方法、师资和师幼关系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如，

王立英认为影响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和手段、创新态度和创新能

力以及学校的教育机制和教育内容[22]；Pianta 认为和谐的师幼关系能促进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发展[23]；
董奇认为，学校对幼儿创造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教师的类型、同伴关系和课堂氛围。他指出民主型教

师、活跃的课堂氛围以及良好的同伴关系更能促进幼儿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与此相反，Hutchinson 通过

研究发现，权威型的教育方式与心智年龄和学业成就存在正相关，但与创造性思维或创造性成就不存在

相关性[24]。于松凌通过测验发现，班级氛围也是影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有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社会因素。托兰斯和 Sternberg 认为社会文化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十分显著。托兰斯曾经对比

了 7 种不同文化背景下 1~6 年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发展，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能孕育出不同类型的创造性

思维能力，并且 TTCT 测试在不同国家的分数也不同，如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中言语创造性思维分数

要高于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Sternberg 在“创造力投资理论”中指出创造力是知识、智力、个性、动机、

思维风格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六种因素缺一不可，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社会环境对创造力的影

响，一个有准备的支持性的环境影响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综上可知，关于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因素研究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548


何林雪 
 

 

DOI: 10.12677/ae.2023.136548 3471 教育进展 
 

多都集中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上开展，并且关于创造力与智力的关系说法不定，而对于影响创造性

思维的外部因素，特别是家庭和社会因素研究较少，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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