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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pils’ creativity and self-consciousness, and to un-
derst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upils’ creativity, this study was used “Williams creativity ten-
dency measurement table”, “Piers-Harris children self consciousness scale” and “thinking style 
scale”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1676 students from grade three to grade six in a pri-
mary school in Guangzhou.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lf-consciousness and extroverted think-
ing styl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creativity, and extro-
version thinking style played a part of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reativi-
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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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小学生创造力与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的关系，进一步了解小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本

研究采用“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和“思维风格量表”对广州

市某小学三至六年级共1676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的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均与创造

力成显著正相关，外倾型思维风格在小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创造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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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瞬息万变的 21 世纪，创造力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最关键的资源，是促使青少年在时代潮流中

脱颖而出的焦点本领(Florida, 2014)。2014 年，国家教育部提出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而六大核

心素养中包含了实践创新素养。其重在提高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实践能力，培养创新意识，以顺应学

生将来发展的需要。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青少年是国家建设、

社会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提高青少年的创造力水平，对新时代的国家

建设有重大意义。 
古希腊期间，亚里士多德把“创造”解释为“产生史无前例的事物”。1950 年，美国心理学家 Guilford

发表了创造力的演讲，再次燃起学者们的探索热情。由于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创造力的定义也

众说纷纭。本研究将采用 Plucker 等人对创造力的定义：创造力是生产新颖、适用的且被特定的社会文化

所接纳的产品的能力(Plucker et a1., 2004)。 
目前，国内学者对创造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创造力的测量工具的研究。贡喆等人提出

要综合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采取多种方法对创造力进行测量，鼓励进行创造力的纵向、应用研究(贡喆

等，2016)。二是探索影响创造力的因素。就个体层面而言，认知风格、人格特点、领域技能、创造动机

等都与创造力的发挥与发展息息相关；就社会层面而言，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对创造力

的发挥与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Sternberg 的创造力投资理论中提到，创造力需要包含思维风格在内的六种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资源的

共同作用。儿童创造力发展的动力体系应以智力为操控系统，以知识为能源供给系统，以思维方式为整

合系统，以个性为润滑系统，以积极性为驱动系统，以环境为支撑保障系统(文云全，2017)。作为整合创

造力要素的系统，思维风格是指个体偏好的运用自身能力的一种方式，而不等同于能力(Sternberg, 1991)。
Sternberg 从心理自我管理的功能、形式、范围、水平和倾向 5 个维度划分出 13 种思维风格类型。其中在

范围上划分出内倾型和外倾型两种思维风格类型。内倾型的个体倾向于任务定向，独自完成任务；外倾

型的个体则定向于人，善于与他人合作，在团队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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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思维风格的概念被提出后，越来越多学者开始探究思维风格和创造力的关系。Kim 等人证明思维

风格和创造力两者间显著相关(Kim & Michael, 1995)。张丽芳认为外倾型等思维风格类型是富于创造力

的，具有此类风格的人乐于挑战和冒险(Zhang, 2002)。王琨的研究发现创造力高分者在外倾型思维风格

上的得分也高(王琨，2007)。综上所述，较多的研究表明，外倾型思维风格能正向预测创造力水平。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自我意识是进化适应的产物，对个体的社会创造性具有重要作用。美国

心理学家奥苏伯尔也强调：有创造力的个体拥有更强大的自我力量和自我承认。个体因素对创造力的影

响一直是创造力研究的重要领域。美国心理学家对 857 名男性进行 30 多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在事业

上的成功人士多是有进取心、有自信心的。陈国鹏等发现高创造力者具有高乐群性、高好强性、高乐观

性、高敢为性、低敏感性、低忧虑性等人格特征(陈国鹏等，1996)。也就是说：自我意识等非智力因素对

创造力有影响作用。在本研究中，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我及其周围关系的意识，包括对自己本身、对

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张洪菊，2010)。Sternberg 指出个体若拥有负面自我概念，则会使

思考僵化、否定自己的成长，从而阻碍了个体发展创造力的表现。吴倩倩的研究发现学生的自我意识能

正向预测社会创造性(吴倩倩，2013)。正确的认识自我、具有积极的自我形象，使人更有信心应对生活学

习中的问题，表现出更高的创造性。 
以往的研究大多表明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均能正向预测创造力，但探索自我意识对创造力的

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而国内的研究以大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居多，对小学生的研究较少。因此，基于以

往研究不足，本研究假设：自我意识和外倾型思维风格能够影响小学生的创造力，且外倾型思维风格在

自我意识和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尝试对小学生的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和创造力及三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具有以下意义：

一方面，拓展创造力发展进程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另一方面，揭示该研究群体自我意识水平、思维风格

类型以及创造力水平的状况，为家长和教师提供参考，有助于创造性教育的开展。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广州市某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学生，共发放问卷 18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76 份，有效问

卷率为 93.11%。其中男生共 876 人、女生共 800 人。各年级人数百分比如下：三年级人数占总数的 22.8%，

四年级人数占总数的 27.1%，五年级人数占总数的 24.3%，六年级人数占总数的 25.8%。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测学生的创造力水平；采用 Piers-Harris 自我意识量表(PHCSS)
测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采用思维风格量表(TSI)测学生的思维风格类型。 

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是由美国学者 Frank. E. Williams 编制的，经林幸台和王木荣两次修订而得，

包括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 4 个分量表。累计总分，总得分越高则表示创造力倾向越强。在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821，KMO 检验系数为 0.894 (P < 0.5)，巴特利球体检验具有

显著性，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 
Piers-Harris 自我意识量表是美国心理学家 Piers E 和 Harris D 于 1969 年编制的，经修订后适用于 8

岁至 16 岁青少年的自评量表。该量表包含：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

福与满足 6 个分量表，累计总分，总分或分量表得分越高，则表明被试对自身整体或某方面评价越满意。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902，KMO 检验系数为 0.917 (P < 0.5)，巴特利球体检验具

有显著性，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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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风格量表是 Sternberg 编制的，2007 年由秦浩等人翻译为中文版本。该量表依据思维的 5 个维度

划分出 13 种思维风格类型。某类型的均分越高，则说明被试该风格的特征越突出。本研究仅选取了内倾

型、外倾型两种思维风格类型，共 16 个条目进行施测。其中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709，KMO 检验系数

为 0.877 (P < 0.5)，巴特利球体检验具有显著性，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 

2.3. 数据分析 

运用 SPSS17.0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统计分析；以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类型为联合预测变量，以

创造力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程序检验中介效应(温
忠麟等，2004)。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1 和表 2 分别呈现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从表 1 可以看出，三、四年级的自我意识量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低，五、六年级的自我意识量

表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高；小学高年级的自我意识均分比中年级高。四年级的外倾型思维风格均分比

总体平均分高，三、五、六年级的外倾型思维风格均分比总体平均分低。三、四年级的创造力倾向量表

的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高，五年级和六年级创造力倾向量表的平均得分比总体平均分低；四年级创造

力倾向量表得分最高。 
从表 2 可以看出，自我意识与创造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r(1676) = 0.276**，P < 0.01，说明两个变量

之间是显著正相关。自我意识与外倾向思维风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r(1676) = 0.511**，P < 0.01，说明两

个变量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外倾型思维风格与创造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r(1676) = 0.424**，P < 0.01，说

明两个变量之间是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相一致。 

3.2. 小学生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对创造力的预测作用 

以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为联合预测变量，以创造性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具

体数据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以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为联合预测变量，以创造性倾向作为因变量建立起

来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F(1676) = 188.941, P < 0.001, r2 = 0.184)，解析了创造力得分变异性的 18.4%。而

预测变量自我意识(β = 0.081, t(1676) = 3.168, P < 0.01)和外倾型思维风格(β = 0.382, t(1676) = 14.873, P < 
0.01)都是显著的预测变量。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得出，自我意识和外倾型思维风格可以联合预测创造力

的 18.4%的变异量。 

3.3. 外倾性思维风格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假定，外倾型思维风格在自我意识与创造力之间饰演着中介变量的角色。综合前面分析可知，

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创造力水平三者相互之间相关显著，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基础条件，按照

流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以自我意识作为自变量，而创造力为因变量，采取进入回归

法，检验 c；第二步，以自我意识作为自变量，而外倾型思维风格为因变量，采取进入回归法，检验 a；
第三步，以自我意识和外倾型思维风格作为自变量，而创造力为因变量，采取进入回归法，检验 b 和 c’。 

从表 4 可得，第一步：以自我意识作为自变量对创造力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 F 值显著(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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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473, p < 0.001)，标准回归系数为 0.276 (t = 11.767, P < 0.001)，即回归系数 c 显著，故可以进行 Braon
和 Kenny 的部分中介效应检验。第二步：以自我意识作为自变量对外倾型思维风格进行回归分析，回归

方程 F 值显著(F = 590.491, P < 0.001)，标准回归系数为 0.511 (t = 24.300, P < 0.001)，即回归系数 a 显著。

第三步：以自我意识和外倾型思维风格作为自变量，创造力水平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外倾型思维风

格对创造力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382 (t = 14.873, P < 0.001)，即回归系数 b 显著，说明间接效应显著；根

据第二步的检验结果分析，在外倾型思维风格加入后，自我意识对创造力水平的标准回归系数为 0.081 (t 
= 3.168, P < 0.01)，即 c’显著，表明外倾型思维风格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

分比为 70.7%。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性统计表 

 自我意识 外倾型思维风格 创造力 

 M SD M SD M SD 

三年级 57.24 11.64 5.60 1.20 114.88 11.20 

四年级 57.66 11.14 5.73 1.16 115.80 10.60 

五年级 58.01 11.01 5.65 1.20 114.76 11.67 

六年级 57.98 11.41 5.65 1.11 113.76 11.34 

总体 57.73 11.29 5.66 1.17 114.81 11.21 

 
Table 2. Related analysis table 
表 2. 相关分析表 

 自我意识 外倾型思维风格 创造力 

自我意识 1   

外倾型思维风格 0.511** 1  

创造力 0.276** 0.424** 1 

注：**表示 P < 0.01。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able  
表 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 

 F Sig r2 β t Sig 

自我意识 
188.941 0.000 0.184 

0.081 3.168 0.002 

外倾型思维风格 0.382 14.873 0.000 

 
Table 4. The Test result of the intermediary function of the Extroverted thinking style  
表 4. 外倾型思维风格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276x SE = 0.023，t = 11.767*** 

第二步 w = 0.511x SE = 0.002，t = 24.300*** 

第三步 y = 0.382w + 0.081x SE = 0.247，t = 14.873*** 
SE = 0.025，t = 3.168** 

注：**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x：自我意识，y：创造力，w：外倾型思维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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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小学生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与创造力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小学中年级，高年级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呈增长趋势。这与我国大部分

学者的研究相符：小学一至三年级是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一个上升期，小学五至六年级是第二个上升

期(朱智贤，1990)。随着学生认知水平逐渐提升、抽象逻辑思维的逐渐发展和辩证思维的初步发展，

小学生的自我意识更加深刻。他们不仅摆脱对外部控制的依赖，逐渐发展内化的行为准则来监督、

调节、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且开始从对自己的表面行为的认识、评价转向对自己内部品质的更深入

的评价。 
四年级学生在外倾性思维风格和创造力的得分中均高于其他年级。一般认为，小学四年级(10~11 岁)

是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期，思维品质的转折期。他们渐渐尝试着用一种新的角度去探索家庭、学校以

及外部的环境、事物。思维水平的渐渐提高，加上这一时期自我意识的逐步加强，可能激发学生的好奇，

重新诠释身边的事物，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4.2. 小学生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与创造力的相关分析 

自我意识与创造力之间成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符(刘丹，2013；张苗苗，2017)。在本研

究中，自我意识是指个人对自身的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

等多个方面的满意程度。也就是说，小学生对自身越满意，他们的创造力倾向越强。学生对自身的身心

状况、智力水平、人际关系、学习生活等拥有积极感知时，他们更愿意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勇于探索。

乐于挑战。 
外倾型思维风格与创造力之间成显著正相关，当个体外倾型思维风格越突出时，创造力倾向越强。

这与王琨在初中生科学创造力的研究中得出：创造力高分组倾向于外倾型思维风格的研究结果一致。 
自我意识与外倾型思维风格之间成显著正相关。外倾型思维风格的学生倾向于向外搜索资源，乐

于与人交往，在与他人沟通、合作、反馈中，加深对自我的了解，促进自我意识的提高。心理学上的

“周哈里窗”把“我”分割为四个范畴，一是自己知道，他人知道的“大众的我”；二是自己不知道，

他人知道的“盲目的我”；三是自己知道，他人不知道的“隐藏的我”；四是自己和他人都不知道的

“未知的我”。在交往中，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大众的我”和“盲目的我”，促进自我意识的

提高。 

4.3. 外倾型思维风格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以自我意识为自变量，外倾型思维风格为中介变量，创造力为因变量，构造外倾型思维风格

在自我意识和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中介检验结果显示，自我意识对创造力的总效应 c 显著(t = 
11.767, P < 0.001)，外倾型思维风格对创造力水平的标准回归系数 b 显著(t = 14.873, P < 0.001)，而自我意

识对外倾性思维风格的回归系数 a 也显著(t = 24.300, P < 0.001)，表明外倾性思维风格的部分中介作用显

著。也就是说，要增强小学生的创造力的倾向性，提升创造力水平，不仅要进行自我意识的教育，可能

需要多鼓励学生运用外倾性思维风格，多向外探索资源，参与团体活动，主动寻找老师、同学的协助，

培养合作意识。 
每个孩子都有创造能力。我国教育先驱陶行知先生曾指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

人人是创造之人。”根据本研究所得到的结果，针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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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重学生自我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自我满意度，进而增强学生的创造倾向。在整个小学

阶段，学生的自我评价处于由具体到抽象、由外显行为到内部世界的发展过程之中，小学生的抽象概括

性评价和对内心世界的评价能力都在迅速发展。在此阶段，老师要对学生进行积极正面的引导，引导学

生正确认识自身的优缺点，找到自我价值，悦纳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在活动中发挥优势，展现

自我。同时老师还要鼓励学生察觉与他人的异同，客观看待自身与他人的差异，注重培养学生自信、乐

观、开朗、自立的健康人格。当学生对自身拥有积极正面的认识，他们对身边事物的认识也随之改变，

更有信心应对生活、学习中的问题，表现出更强的创造倾向。 
第二，鼓励运用外倾型思维风格，探索广阔的创造空间。一方面，小学生思维的预计性、反省性和

监控性不强，运用概念、推理和逻辑法则的能力需要发展。因此他们在思考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可

能更需要他人的引导和协助。老师要引导学生树立集体意识，支持合理表达，促进师生间、同学间的沟

通，鼓励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以便于增加学生的支持资源，有利于创造

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小学生的思维往往比成人的思维更丰富更大胆，家长和老师们应该尽量的加以

保护、鼓励和推动，而不是限制，让这种思维发展下去，它会成为一种创造的力量，学生也就能摆脱平

庸，成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 

5. 结论 

小学生的自我意识、外倾型思维风格均与创造力成显著正相关，外倾型思维风格在小学生的自我意

识和创造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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