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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he abstract degree of the 
picture to creative thinking.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creative task (graphics imagination, 
insight, art creation) after watching abstract or realistic pic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esthetic appre-
ciation of the abstract degree of the picture can improve the divergent thinking test’s agility and innovation; 2)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he abstract degree of the pictures did not improve the insight of the problem solv-
ing ability; 3)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he abstract degree of the pictur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reative 
imagination test’s creation level. 
 
Keyword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he Abstract Degree of the Picture; Abstract Picture; Realistic Picture; 

Creative Thinking 

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王翠翠，周  杰，李  倩#，曹贵康 

西南大学心理学院，重庆 
Email: #604577525@qq.com 

 
收稿日期：2013 年 2 月 23 日；修回日期：2013 年 3 月 9 日；录用日期：2013 年 3 月 24 日 

 
摘  要：本研究是为了探索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大学生在观看抽象或

写实派图画后，完成创造性任务(图形想象问题、顿悟问题、艺术创作问题)。结果发现：1) 艺术审美

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能够提高发散思维测验的灵活性和创新性；2) 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并未

有效提高顿悟问题解决能力；3) 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能够有效提高创造性想象测试的创造程

度。 

 

关键词：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抽象图画；写实图画；创造性思维 

1. 引言 

艺术审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不同实践领域所

呈现出来的人文性价值形态总体特征，其内容涉及自

然美、社会美、艺术美。而艺术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

它以一种连续的、波状的方式推进。艺术审美包括对

于美术图画作品的审美，尤其是对于图画的抽象程度

的审美。创造性思维是指打破常规、发散、灵感等，

创造性思维是感性自由和理性逻辑的统一，是直觉感

性的和理智推论的有机结合。创造性思维以一种独特

的思维方式，对思维的对象运用全新的思维形式加以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WU110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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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判断、推理，从而获得新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其特点是具有独创性，是运用各种已有的知识

内容进行再创造活动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能力的培

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核心。形象思维与创造性思维

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包容、相互

促进的。 

21 世纪以来，科学与艺术互为影响、互为渗透、

互为包容、互为促进，科学家即使不直接参与欣赏艺

术图画的创造活动，他也仍然需要具有高度的欣赏艺

术图画的修养。因为理性思维与艺术美感的统一，将

有助于研究者在科学审美创造活动中揭示现象的内

在规律性联系，有助于科学家创造性的解决各种科学

难题，发现科学真理。艺术审美修养不仅促进科学家

的创造性，艺术审美活动也给科学审美创造以各种重

要启发，而且艺术的发展也会直接推动科学的发展和

创造。翻开科学史册，我们发现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在

音乐、文学或绘画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爱好甚至

造诣颇深。良好的艺术素养使他们在科学思维中融进

创造性的形象思维，大大地丰富了审美想象，从而有

更多的机会获得科学审美灵感和创造力。丁兰华(2010)

指出，在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下，通过科学观察和实

验来论证科学理论的内容变得愈来愈困难，科学美就

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人类在对科学美的深入探索和

研究中可以启迪真知、提升人生境界等诸多方面。科

学家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应自觉或不自觉遵循审美的

原则，按照自然界存在的美的规律来建构、评价科学

理论。一个健全而完美的创造性思维过程的前提是艺

术和创造性密切配合。这种互补关系的存在，使得那

些具有艺术素养的科学家，更容易取得创造性成就。 

在许多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审美与创造性有密切

关系的说法(Csikszentmihalyi, 1988)。马万宾(2010)提

出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活动对科学创造有

推动作用。梁承谋(1994)间接地提供了创造性思维发

展与审美情绪的“正确判断”及暗含的理性水平有相

关的证明。楚金波(2007)从三个方面论述美育对培养

高校大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促进作用：1) 美育可以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敏感，这是激发学生创造能力的关

键；2) 美育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直觉洞察能力，这

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必要条件；3) 美育可以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这是生发创造性思维的 

一个质点。爱因斯坦说：想象力远比知识更重要。因

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包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

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科学研究已表明：想

象是打破常规，打破僵化思维，冲破现有知识经验束

缚的钥匙。欣赏图画的抽象度对于提高想象能力有着

重大的作用。在我国政府颁布的重要跨世纪教育文件

中(1990)，明确指出“美育对于开发学生创造力”有

重要作用，学界对此也尽感释然和欣慰。但是，这种

公允性并不能掩盖对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的贫乏，

以及由这种贫乏带来的有关理论和实践的空洞。在很

大范围里，审美就是直觉是开放自由的感性，这一看

法占有相当地位(林同华，1987)；创造性思维是“以

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其与一般思

维根本不同在于它“要求打破常规”。因此，审美和

创造二者之间的联系通常被定位在打破常规、开放自

由上。然而，审美并不就等于直觉规范和感性自由，

创造尤其创造性思维也远非盲目随意的开放。 

由于已有研究并未深入探讨艺术审美中欣赏图

画的抽象度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对于艺术审美中欣

赏图画的抽象度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的研究还不成

熟，所以本项研究旨在以观看抽象图画与写实图画作

为审美理性活动的代表，探究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

抽象度与创造性思维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或因果关系，

从而为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建构提供新的参考。 

2. 方法 

2.1. 被试 

在西南大学选取 60 名本科学生，年龄在 18~22

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每

组 30 人，一组为观看抽象图画组，一组为观看写实

图画组。 

2.2. 实验材料 

2.2.1. 图画材料 

实验中用到抽象图画和写实图画。这些图画取自

李倩(2012)编制的“抽象与写实图库”。该图库包含库

尔贝、米勒、杜米埃、柯罗、米叶、卢梭、杜比涅、

克拉姆斯柯依、列宾的写实油画作品 125 幅画，以及

梵高、毕加索、康定斯基、马列维奇、库波卡、克利、

波洛克的抽象油画作品共 125 幅。90 名大学生被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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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幅图画的写实度(图画的写实程度)、愉悦度、美

感度、唤醒度(观看图画后的兴奋程度)、优势度(观看

图画后感觉是否有支配能力)和鲜亮度进行 1~9 的 9

级评分。 

在本实验中，从“抽象与写实图库”中抽取抽象

图画与写实图画各 32 幅，两组图画在抽象度上差异

极其显著，但在其他几个维度上差异不显著(见表 1)。 

2.2.2. 创造性问题 

共三组创造性问题。第一组问题为发散性思维问

题，选自朱玉玺(2012)编制的创造性想象测验题，包

括 10 幅模糊图形(图 1 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要求被试

观察每一幅图形，并写下它可能是什么，写的事物越

多越好。 

第二组问题，包含 5 个经典的顿悟问题，如：“怎

样把十个硬币摆成五行，保证每一行有四个硬币？”

详见附录。 

第三组问题，是创造性想象问题，画外星人，是

要求被试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外星人的形象来画一个

外星人，该任务最初是由 Ward(1994)用在他的创造性

认知研究中。 

2.3. 实验程序 

运用 E-prime 2.0 编写和呈现实验材料。实验流程 
 
Table 1. The experiment pictures with abstract and realistic of each 

dimension score 
表 1. 实验用抽象图画与写实图画的各维度分值  

 抽象图画 写实图画 

 M SD N M SD N T P 

抽象度 3.844 0.691 32 6.121 0.506 32 −15.019 0.000

愉悦度 5.127 0.350 32 5.032 O.375 32 1.048 0.299

美感 5.532 0.419 32 5.470 0.571 32 0.495 0.622

唤醒度 5.050 0.291 32 5.159 0.354 32 −1.337 0.186

优势度 4.894 0.277 32 4.997 0.427 32 −1.142 0.258

鲜亮度 5.586 0.503 32 5.404 0.487 32 1.464 0.181

 

 

Figure 1. Fuzzy graph 
图 1. 模糊图形 

如图 2。首先呈现注视点 0.5 s，然后呈现两幅图画各

15 秒。这里，观察抽象图画组被试看到的是两幅抽象

图画，观看写实图画组被试看到的是两幅写实图画。

两幅图画完毕后，屏幕上将呈现一个创造性问题，要

求被试看到问题后将答案写在专门的记录纸上，1 个

trial 结束。实验分 3 个 Block，第 1 个 Block 要求被试

完成第一组创造性问题的 10 个发散思维任务，每个

任务限时 1 分钟；第 2 个 Block 要求被试完成第二组

创造性问题的 5 个顿悟问题，每个问题 5 分钟；第 3

个 Bloch 要求被试完成第三组创造性问题的画外星人

任务，时间 7 分钟。操作流程如图 2。 

3. 实验结果 

3.1. 抽象画和写实画审美条件下发散思维的 

成绩 

对两组各 30 名被试的结果进行统计。对被试的

回答从流畅性、灵活性、新颖性三个维度进行评分。

流畅性的评估标准：按照被试对每一个自编模糊图形

所给出的答案的个数来算分，每一个答案是 1 分。灵

活性的评估标准：按照被试对每一个自编模糊图形所

给出的答案的种类来算分，每一种类是 1 分。新颖性

的评估标准：按照被试对每一个自编模糊图形所给出

的答案占所有答案的百分比来算分，百分之五以内是

2 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 1 分，大于百分之十 0

分。结果见表 2。 

流畅性、灵活性、新颖性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

示，观看抽象图画组被试流畅性得分与观看写实图画

组被试的得分差异不显著，但是观看抽象图画组被试

灵活性得分极其显著的高于观看写实图画组被试，观

看抽象图画组被试新颖性得分显著高于观看写实图 
 

 

＋ 图画欣赏

15 s/幅

   顿悟问题 

  5 min/个

图画欣赏 

15 s/幅 0.5 s 

＋ 图画欣赏 

15 s/幅

画外星人 

7 min/个

图画欣赏 

15 s/幅 0.5 s 

图画欣赏 

15 s/幅

   发散任务

  1 min/个

图画欣赏 

15 s/幅 0.5 s 

＋ 

 

Figure 2. Experiment process 
图 2. 试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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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div ct and realistic 
painting ditions 
ergent thinking results of abstra

s in aesthetic con
表2. 抽象画和写实画审美条件下发散思维的成绩 

抽象图画 写实图画 
 

M N M SD T P SD N 

流畅性 8.  3 12. 8 0.259 0.813 30 .996 1.552 30 63 080

灵活性 8.037 0.3375 30 3.266 0.811 30 28.190 0.000

新颖性 8.348 0.919 30 4.196 1.834 30 10.513 0.028

 

画组被试。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能够提高发

顿悟问题解决 

象图画组 30 名被试、观看写实图画组

30 名

画和写实画审美条件下创造性想象的

象图画组 30 名被试、观看写实图画组

30 名

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对创造性思

象图画和写实图画作为艺术审

美中

图画的抽象度确实能提高创造性思维的水平。在发散 

 

散思维测验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3.2. 抽象画和写实画审美条件下

的成绩 

对观看抽

被试的结果进行统计，两组被试在 5 个经典顿悟

问题的成绩见表 3。差异检验发现，两组被试在 5 个

问题上的得分差异都不显著，即观看抽象图画与观看

写实图画对于顿悟问题的解决并无较大差异，艺术审

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并未有效提高顿悟问题解决

能力。 

3.3. 抽象

成绩 

对观看抽

被试的结果进行统计。请专家对每个被试画好的

外星人图画从创造程度、可爱程度、切题程度、技术

水平、想象水平、艺术水平、精进程度、综合印象 8

个方面进行评定，结果见表 4。T 检验结果显示，观

看抽象图画组被试所画外星人的创造程度极其显著

的高于观看写实图画组。由于被试都不是来自美术专

业的学生，所以在可爱程度、切题程度、技术水平、

想象水平、艺术水平、精进程度上不显著。这也更加

证实了观看抽象图画对于创造性水平有促进作用。 

4. 讨论 

4.1. 艺术

维的促进作用 

此次实验利用抽

欣赏图画的抽象度材料，证实了艺术审美中欣赏

Table 3. The insight problem solving results of abstract and realis-
tic paintings in aesthetic conditions 

表 3. 抽象画和写实画审美条件下顿悟问题解决的成绩 

抽象图画 写实图画
 

M SD N M SD N T P 

种树 0.473 30 0.545 0.509 4.448 0.6560.512  30 −

摆硬币 0. 0 0 O  −0. 6 0.

火

315 .477 30 .318 .476 30 01 987

柴棍 0.052 0.229 30 0.000 1.087 30 1.078 0.288

分马 0.789 0.418 30 0.772 0.428 30 0.126 0.900

十六点 0.105 0.315 30 0.136 0.351 30 −0.296 0.769

总分 1.684 0.749 30 1.772 0.922 30 −0.334 0.740

 
T  The creative imaginati  alist

ng ae io
表 4. 抽象画和写实画审美条件下创造性想象的成绩 

写实图画 

able 4. on result
sthetic

s of abstract
 condit

and re ic 
painti s in ns 

抽象图画 
 

M N M N T P 

创造程度 3.965 3.214 30 2.6330 5 0.001

可爱程度 3. 2. 0.214 30 793 30 1.546 087

切题程度 2.785 30 2.620 30 1.546 0.128

技术水平 5.050 30 5.159 30 1.051 0.298

想象水平 2.357 30 3.344 30 1.763 0.259

艺术水平 2.857 30 2.344 30 1.464 0.084

精进程度 2.035 30 2.482 30 0.189 0.850

综合印象 2.428 30 3.275 30 0.579 0.565

总平均 3.107 30 3.008 30 1.486 0.143

 

思维任务中 象图 与 画 灵活 新

差异及其显著，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能够

，抽 画 写实图 在 性和 颖性

上

提高发散思维测验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因为抽象图画

增加了人的想象空间，遥远的距离更有利于发散思维

的新颖性和灵活性，较远的想象距离，使人们使用抽

象、本质和总体的特征对事件进行表征，而就是这种

表征方式促进创造性观念的产生，这对于前人的研究

既是一个证实，也是一个突破。在顿悟问题任务中，

观看抽象图画与观看写实图画对于顿悟问题的解决

并没有差异，可能是实验进行时在观看图画的时间上

有些短，顿悟问题比较困难，而且顿悟问题是聚合思

维问题，所以最后得出的结果不显著。在艺术创造性

任务中，抽象图画与写实图画在创造性程度这个指标

上差异显著，而在其他程度上差异不显著，这更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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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至关

萍(2006)阐述审美教育被公认为是培养

创造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实验虽然证 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

创造性水平，但是也有几点不足之处：首先，

实验

1) 艺术审美中欣赏图画的抽象度能够提高发散

思维

抽象度并未有效提高

顿悟

赏图画的抽象度能够有效提高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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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悟问题： 

树，才能使每棵树到其他树

的距离相

样把十个硬币摆成五行，保证每一行

有四个硬

柴棍，不能将它们折断，也不能弄弯，

要求把它

形将每

一匹马分

顿

1) 请问你怎样种四棵

等。 

2) 请问你怎

币。 

3) 有八根火

们摆成四个三角形和两个正方形。 

4) 如图，栏内有九匹马，请画出两个正方

隔开。 

 

 
 

5) 下面有十六个点，请用六条相接的直线(每条

直线必须连贯，并且不能相互重叠)，将这十六个点连

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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