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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思维训练对 62名初一学生创造力的影响
暴占光①　华炜②　张向葵③　田录梅③

【摘 　要 】目的 : 探讨发散思维训练对创造性个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 探索培养创造力的有效途径。

方法 : 以 119名初中一年级学生为被试 , 对 62名 (实验班 ) 学生进行发散思维训练 , 57名 (对照班 ) 学生

不进行发散思维训练。采用托伦斯创造思维测验、中学生创造性个性测验、学生发散思维测验 , 对两班学生

于实验前后施测。结果 : 训练前 , 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创造性个性和创造性思维测验、发散思维测验总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13 ±211 /911 ±119, t = 1147, P = 01293; 911 ±018 /814 ±015, t = 5121, P = 01291)。

训练后 , 实验班学生创造性个性和创造性思维测验评分较对照班提高 (1015 ±119 /914 ±211, t = 2196, P <

0101 ) ; 训练后发散思维测验评分实验班高于对照班 (1110 ±118 /818 ±118, t = 7169, P < 0101)。结论 :

发散思维训练对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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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jective: To test the effect of divergent thinking training intervention on the junior’s creative per2
sonality and creative thinking, exp lore the effective ways on develop ing creative ability1 M ethods: 119 junior m iddle

school students served as subjects162 of them in one classwere trained for divergent thinking and 57 students of another

class without training were chosen as control1 Tolance’s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 , Junior’s Test of Creative Personality

and Test of D ivergent Thinking were carried out p re2test and post2test1Results: Before training, the two group 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reative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thinking scores (913 ±211 /911 ±119, t = 1147, P =

01293, 911 ±018 /814 ±015, t = 5121, P = 01291) 1After training, experimental class imp roved on creative per2
sonality and creative thinking ( 1015 ±119 /914 ±211, t = 2196, P < 0101 ) as well as on Test of D ivergent Think2
ing (1110 ±210 /818 ±118, t = 7169, P < 0101) 1Conclusion: The divergent thinking training is effective to im2
p rove the creative ability of students1

【Key words】　 divergent thinking ; creativity; junior; experimental test; intervention

　　创造力是指人在解决问题时 , 在创造性个性的激

励下 , 对信息进行发散思维加工 , 经过流畅性、变通

性、独特性而产生新颖且具有价值成果的能力。对于

创造力的研究 , 许多学者的共识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

性个性是构成创造力的重要成分 , 而创造性思维的核

心是发散思维。发散思维也称求异思维或辐射思维 ,

是对同一个问题探讨不同的、特异的解决方案的思维

过程和思维方法 [ 1 ]。

南锡 (Nancy) 等人在总结 211 项研究成果

(1972) 并计算各种能力的遗传决定系数、环境决定

系数中发现 , 发散思维的遗传决定系数为 0122, 是

最小的一个 , 提示发散思维能力是最容易接受环境的

影响而发展的 [ 1 ]。吉尔福特 ( Guilford) 在研究智力

的三维结构模型时 , 对创造力所涉及的思维能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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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证研究 , 指出训练人的发散思维能力是培养创造

力的一种方法 [ 2 ]。心理学家玛丽 1米克把这一理论最

早应用于实际建立了智力结构研究所 , 编制了许多提

高学生能力的练习 [ 3 ]。美国的西德尼 1帕纳斯及其助

手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 开设了二年的研究 , 结果学

生的创造能力有显著的提高 [ 4 ]。沈德立等人对中学

生进行发散思维训练 , 探讨培养中学生创造力的可行

性及有效措施 [ 5 ]。李孝忠根据吉尔福特智力三维模

型开发了中学生创造性个性测验、学生发散思维测

验 [ 6 ]。张向葵等采用国内修订的托伦斯图形创造力

测验对阅读障碍儿童的创造力特征进行研究 [ 7 ]。

本文以吉尔福度模型为指导在探讨制约个性创造

行为的心理因素的基础上 , 构建了以认知能力为基

础 , 以创造性个性和发散思维为中心内容的多维度、

多层次的培养目标 , 探讨发散思维训练对创造性个性

和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 探索培养创造力的有效途径。

1　对象与方法

111对象 　选取长春市东北师大附属实验学校

(重点 ) 初中一年级两个班 , 其中一个为实验班 ( n

= 62) , 另一个是对照班 ( n = 57)。实验班与对照班

学生的性别、年龄、一般智力和学习成绩无显著差

异 , 两个班级教师的性别、年龄、教龄和学历基本相

似。

112干预方法

以吉尔福特模型 [ 2 ]为指导 , 编制发散思维训练

材料。根据 24种能力内容的性质分为四组 , 按由易

到难的原则安排 : 6种视觉内容的发散思维能力安排

在最前面 , 其次是 6种语义内容的发散思维能力训练

内容 , 再次是 6种符号内容的发散思维能力训练内

容 , 6种行为内容的发散思维能力训练内容安排在最

后。并编制了训练手册供教师使用 , 训练手册向教师

介绍了练习题目的编制原则 , 列出了练习题目及参考

答案 , 规定了基本教学模式 , 说明了教师应注意的事

项。由东北师大心理系一名研究生使用发散思维训练

手册 , 按 24种不同内容的训练活动顺序对实验班学

生进行每周一课时发散思维训练 ,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

维、辅合思维和创造性个性等品质 , 为期一年 , 对照

班不进行训练。训练课模式采取教师指导下的自学讨

论 , 包括呈现问题、自学思考、小组或班级讨论、引

导发散和评价等环节。对实验教师采用自学 “训练

手册 ”和边干边学的方式进行培训 , 并辅以与其他

实验点教师相互听课、经验交流、教学观摩等 , 以保

证实验教师正确理解与实施实验方案 , 有效地落实训

练活 动。在 实 验 开 始 前、后 使 用 创 造 性 思 维

( TTCT) [ 1 ]、发散思维测验 [ 1 ]和创造性个性测验 [ 1 ]对

两班学生施测。

113工具

11311托伦斯创造思维测验 [ 1 ]

托伦斯创造思维测验 ( TTCT) [ 1 ]以美国明尼苏达

大学教育系主任托伦斯 1966年编制的托伦斯创造思

维测验 ( TTCT) 为原型。该测验 (由东北师范大学

心理系李孝忠修订 ) 由言语创造思维测验、图形创

造思维测验及词创造思维测验构成 , 本研究仅采用了

图形创造思维测验部分。该部分又由构造图形 (简

称 : 第一部分 )、完成图形 (简称 : 第二部分 ) 和建

造图形 (简称 : 第三部分 ) 三部分组成。其中第一

部分是以一个曲边图形为图形的一部分画一幅画或一

个物体 ; 第二部分要求被试在给定的十个未完成图形

上加任意的线条 , 使之成为一个完整而有趣的图画 ;

第三部分要求被试在给定的三十对平行竖线内、线上

或线外加任意的线条 , 使之成为一幅画或一个物体。

该测量的创造力维度为 : ①流畅性 (迅速产生大量

意念和见解 ) ; ②独特性 (产生新颖独特、别有见地

的见解 ) ; ③标题抽象性 (产生点明主题 , 概括图形

内容的见解 ) ; ④精细性 (反应的详细和特殊性 ) ;

⑤抗过早闭合性 (不是立刻用直线或曲线来封闭为

完成的图形 )。该量表经过 7000多人的测试 , 表明有

良好的信度 , 其信度值为 0186。

11312中学生创造性个性测验 [ 1 ]

采用东北师大心理系李孝忠教授 “八五 ”期间

编制的中学生创造性个性测验。该测验包括独立性、

自信心、好奇心、冒险敢为、表达欲、想象幻想、敏

感性、幽默感 8个分测验。重测信度 0188, 分半信

度为 0183, 同质性信度为 0183。当把 8个分测验的

测试数据与另外 6个语义发散思维的测试数据放在一

起进行斜交旋转的因素分析时 , 结果 8个创造性个性

测验集中在一个因素轴上 , 另 6个测验集中在另一个

因素轴上 , 提示其结构效度良好。

11313学生发散思维测验 [ 1 ]

该测验由东北师大心理系李孝忠教授 “八五 ”

期间编制。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的研究 , 发散

思维能力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发散思维能力

测验包括符号发散思维、语义发散思维和行为发散三

个内容维度 ; 思维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是发散思

维的一连串加工过程中的不同层次和水平。流畅性是

单位时间内发散项目的数量 ; 变通性是单位时间内发

散项目的种类 ; 独特性是单位时间内新颖独特的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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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2 ]。包括符号发散思维、语义发散思维、行为

发散思维三个分测验。全测验的信度系数为 0181,

符号、语义和行为三个分测验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180、0170和 0173。对 119名被试的测试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表明 , 符号与语义的相关系数为 0133, 符

号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138, 语义与行为的相关系

数为 0153, 三个分测验的数据中含有一个共同因素 ,

即发散思维能力 , 证明测验的结构效度良好。

符号发散思维、语义发散思维和行为发散思维三

个分测验成绩按五个等级评分 , 每道题目的答案在

10个以上记 4分 ; 答案在 6个以上记 3分 ; 答案在 2

- 6个记 2分 ; 答案 2个以下记 1分 ; 答案是零则记

0分。还可以根据思维流畅、变通性和独特性统计不

同层次的发散思维得分。发散项目为流畅性得分 , 发

散项目的种类为变通性得分 , 超出一般学生所能想到

的答案 , 作为独特性得分。如语义发散思维测验中的

一个题目 : 请你在 2分钟之内写出与 “休息 ”意义

相近的词 , 越多越好。一个学生写出听音乐、打盹、

稍息、散心、长眠、闲谈、放松、静止不动、催眠、

看电影、溜冰、养精蓄锐、以逸待劳、退休、郊外度

假 15个答案。其发散项目为 15, 答案超过 10个 ,

则语义发散思维得分为 4分 , 流畅性得分为 15分 ;

发散项目的种类为同义词、近义词、转义词、成语、

其他等 5种 , 则变通性得分为 5分 ; 催眠是超出一般

学生所能想到的 , 所以看作独特性。如果一种答案颇

有新意 , 在同一年级中只有 5%的人答出 , 可记 2

分 ; 如果某种答案很有特色 , 在同一年级中只有

10%的人答出 , 则记 1分 ; 如果答出某种答案的人数

很多 , 超过 10% , 那么独特则记 0分。最后采用标

准分 , 可以得到符号发散、语义发散、行为发散、流

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发散思维

得分。

114统计方法 　采用 t检验。

2 结 果

211实验班与对照班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个性和

发散性思维测验前测和后测成绩比较

表 1　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个性和发散性思维测验评分比较 ( x ±s)

指标
训练前

实验班 (N = 62) 对照班 (N = 57) t值 P值

训练后

实验班 (N = 62) 对照班 (N = 57) t值 P值

创造性个性

独立 819 ±219 915 ±214 1129 01244 1018 ±216 911 ±310 　3146 01000

自信 915 ±216 916 ±310 1109 01281 1013 ±219 915 ±310 　1149 01172

好奇 817 ±216 911 ±214 1172 01128 1014 ±311 915 ±219 　1153 01236

冒险 819 ±219 711 ±313 1162 01183 1016 ±219 912 ±218 　2161 01010

表达 917 ±311 812 ±219 1121 01280 1015 ±219 914 ±219 　2107 01032

幻想 1111 ±316 1111 ±216 1112 01291 1014 ±218 915 ±310 　1175 01114

敏感 912 ±216 912 ±310 1108 01273 1014 ±311 915 ±217 　1159 01195

幽默 912 ±313 918 ±318 1182 01146 1015 ±311 914 ±218 　1191 01092

创造性思维

流畅性 1611 ±513 1418 ±119 1181 01142 1912 ±516 1619 ±514 　2106 01023

独特性 1419 ±118 1616 ±416 1114 01221 1113 ±415 718 ±315 - 3192 01001

标题抽象性 317 ±115 313 ±113 1159 01206 612 ±219 415 ±210 - 3106 01009

精细性 415 ±110 416 ±110 1108 01263 615 ±113 613 ±113 - 0139 01318

抗过早闭合性 319 ±116 318 ±116 1134 01192 613 ±217 615 ±312 　0128 01410

总体 913 ±211 911 ±119 1147 01293 1015 ±119 914 ±211 　2196 01006

发散性思维

总分 819 ±018 811 ±016 1167 01253 1110 ±210 818 ±118 　7169 01008

符号发散 815 ±114 819 ±117 1132 01096 1015 ±216 914 ±211 　2142 01033

语义发散 811 ±119 815 ±111 5132 01262 1111 ±210 818 ±116 　6180 01001

行为发散 915 ±112 818 ±110 5194 01179 1114 ±211 814 ±211 　7166 01000

流畅性 817 ±019 811 ±016 3159 01222 1019 ±119 819 ±119 　5152 01001

变通性 913 ±016 916 ±012 6143 01196 1111 ±117 818 ±117 　8175 01000

独特性 911 ±018 814 ±015 5121 01291 1111 ±118 817 ±114 　7157 01000

　　表 1显示训练前两班学生的创造性个性、创造性

思维测验评分差异均无显著性。训练后 , 创造性个性

的独立性、冒险敢为和表达欲评分实验班高于对照

班 ; 创造性思维测验的流畅性、独特性、标题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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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实验班高于对照班。创造性个性和创造性思维的

总评分实验班高于对照班。

212训练前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发散思维测验

评分比较

表 1显示训练前两班学生发散性思维测验各指标

评分差异均无显著性 , 训练后实验班评分高于对照

班。对发散性思维能力的不同内容、不同层次进行分

析 , 发现符号发散、语义发散、行为发散、流畅性、

变通性和独特性六个方面 , 实验班评分均高于对照

班。

3 讨 论

311发散思维训练对初中生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 , 经过发散思维训练 , 实验班的创造

性思维测验评分高于对照班 , 说明发散思维训练对提

高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有效 , 与西德尼、帕斯及其助

手的研究结果一致 [ 4 ]。吉尔福特曾指出 , 发散思维

具有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立性。它在创造性地解决问

题时起着核心作用。而南锡 (Nancy) 的研究则指

出 , 发散思维能力最容易受环境教育的影响而不断发

展 [ 1 ]。因此 , 学生在接受了发散思维训练之后 , 首

先发展了发散思维的能力 , 继而提高了创造性思维的

测试成绩。此外 , 为期一年的思维训练不仅使学生的

发散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与提高 , 而且也很可能使他

们在解决问题时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思维习惯 , 力求获

得新颖独特的答案或找到更具创新性的解决途径 , 在

思维流畅性、独特性和标题抽象性方面有较大提高。

而在精细性和抗过早闭合性方面没有显著提高 , 可能

是由于发散思维训练没有与学科教学联系有关 , 有待

于在创造力培养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312发散思维训练对初中生创造性个性的影响

创造性个性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最基本的心理特

性。本研究发现 , 该发散思维训练程序不仅提高了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 而且也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创

造性个性。如上所述 , 本研究的发散思维训练程序时

间较长 , 可能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创造

性思维能力 , 而且也培养了学生自觉运用发散思维或

创造性思维的思维习惯和做事风格。习惯成性格。当

创造性思维成为一种思维习惯时 , 学生的创造性个性

也必然获得较好的培养。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 发散

思维训练促进了创造性个性中的有效成分发展。但是

创造性个性在自信、好奇、幻想、敏感、幽默等几个

指标上评分没有显著差异 , 与沈德立等研究结果有所

差异 [ 5 ]。究其原因 , 一方面创造性个性的培养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 另一方面说明训练的方式应该更灵活

一些 ,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应增加一些趣味性 , 增强学

生的好奇心和神秘感 , 同时对学生提出的解决问题的

方法应给予及时的肯定和鼓励 , 增加学生的自信心。

另外 , 有必要结合创造性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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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本刊 2006年第 11期 762页文章 “结构式团体心理咨询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改善作用 ”第四作者应为

“陈水英 ”。2007年第 2期 114页文章 “述情障碍量表在咨询就诊者中的应用及相关因素分析 ”第三作者刘破资单位应为 “清华

大学玉泉医院精神卫生科 ”。特此更正。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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