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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

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培养

胡卫平　　作者单位 : 山西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科学创造力是在科学知识的学习、科学问题的解决和科学创造活动过程中 , 根据一定的

目的和任务 , 运用一切已知信息 , 产生或可能产生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

品的智能品质或能力。科学创造力是一种特殊能力 , 它是一般创造力与科学学科的有机结合 ,

是一般创造力在科学学科中的具体表现 , 是一般创造力发展与科学教育的结晶。对青少年科

学创造力培养的研究 , 是当前科学教育的核心问题。

一、制定培养计划

要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 , 必须制定培养计划。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培养计划的

制定 , 可以参照如下程序。第一 , 根据教学目标确定科学教学需要培养的创造力指标 ; 第二 ,

根据各部分知识或活动的特点 , 确定它们所能培养的创造力方面和指标 ; 第三 , 确定培养科

学创造力各方面的主要内容或活动 ; 第四 , 根据各部分知识或活动培养创造力的任务 , 选择

适当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时间 ; 第五 , 对初步制定的方案进行调整 , 制定详细的创

造力培养方案。

二、明确发展规律

明确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规律是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前提条件。我们对

1 8 0 7 名中国青少年和 1 3 0 7 名英国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第一 , 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存在最著的年龄差异 , 随着年龄的增大 , 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呈

持续上升的趋势 , 但在 1 4 岁时要下降 , 1 1 - 1 3 岁、1 4 - 1 6 岁是青少年科学创造力

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 在 1 7 岁时趋于成熟 ; 第二 , 中英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存在显著的差

异 , 在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能力及空间想象能力方面 , 中国青少年明显高于英国青少年 , 但中

国青少年创造性的问题提出能力、产品改进能力、创造想象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及产品设计

能力则明显低于英国青少年 ; 第三 , 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存在性别差异 , 英国女生的科学创

造力比男生强 , 差异显著 , 但中国男生的科学创造力比女生强 , 差异不显著。根据这一研究

结果 , 我们应当抓住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发展的关键时期 , 加大培养力度 , 同时要学习西方教

育的优点 , 弥补我们的不足。

三、训练发散思维能力

科学创造力的核心是科学创造性思维和科学创造性想象 , 而发散思维是科学创造性思维

的主要成分 , 训练青少年的发散思维能力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的科学创造力。使学生掌握类

比、迁移、重组、逆向、联想等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方法 , 训练学生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

等智能品质 , 是培养青少年发散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例如 , 在知识教学中 , 教师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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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从多方向、多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 鼓励学生质疑 ,

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 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 不要预先树立是与非、对与错的绝对权

威 , 尊重学生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四、形成“知识组块”

科学创造性思维是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及直觉思维 ( 特别是灵感 ) 的辩证运动 , 科学创

造的关键时期即灵感诱发期 , 主要思维形式是直觉思维。科学直觉思维是以科学概念和科学

表象结合而成的、具有整体功能的“知识组块”为思维材料而进行的思维 , 是指人脑不借助

于逻辑推理而综合运用已有知识、表象和经验知觉 , 以高度省略、简化、浓缩的方式洞察事

物的实质 , 并迅速作出猜测、设想或突然领悟的思维。因此 , 进行科学创造的必要条件就是

具有直觉思维所必需的“知识组块”, 即需要使学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因此 , 要使学生

掌握科学知识的相互联系及关系 , 形成“富有弹性的”知识结构网络 , 为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打下基础。

五、学习科学史

科学史实际上给我们展现了科学概念、科学规律、科学理论形成、发现和发展的历史进

程 , 同时 , 也展现了科学家们在各个不同阶段特有的思维方式 , 展现了科学家们如何提出问

题、搜寻事实、捕获信息、立论解释以及如何进行创造活动。某些概念、规律、理论在形成

、发展过程中或许曾经出现过某些错误的理解 , 或许曾经有过不甚精确的概括。而这些在青

少年的学习过程中 , 有可能被自发地重现出来 , 并且惊人地相似。通过对科学史的介绍 , 能

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 , 使学生了解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 启发学生思维 , 发现规律 ,

探索规律 , 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创造力。

六、重视科技活动

研究发现 , 技术创造力是科学创造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 课外科技活动是培养青少年

技术创造力最有效的手段 , 而我国青少年创造性的技术产品设计能力从 1 3 岁到 1 7 岁持续

下降 , 因此 , 在科学教学中 , 必须重视科技活动 , 以便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在

当前的科学教学中 , 可以结合课外活动 , 组织各种兴趣小组 , 让学生自己提出研究课题、自

己查阅研究资料 , 自制教具、模型 , 设计奇、趣、新、险的实验 , 这样 , 不仅能开阔学生的

视野 , 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探索欲望 , 而且能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和创造能力。

七、形成直觉思维

创造性思维同直觉思维有极强的联系。直觉思维是整体的、突发的、随机的、以知识结

构为背景的对事物的直接而迅速的认识 , 它是在多次反复的科学抽象思维和科学形象思维的

基础上产生的 , 而由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转变为直觉思维的过程相当于一个“相变”过程 ,

该过程的一个特点是有一个模糊的“临界”状态。因此 , 在科学教学过程中 , 应培养学生的

科学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 , 并创造条件 , 使之向直觉思维过渡。

八、改变实验方法

改验证性实验为探索性和设计性实验 , 在教师的指导下 , 让学生自己选择实验原理 , 自

行设计实验方案 , 自己选取实验仪器 , 自己观察实验现象 , 自己读取实验数据 , 自己处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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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 , 设计出不同的实验方案。这有利于学生科学创造力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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