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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创造心理学主要探索科学创造性过程的规律及特点，研究科技：J 作者的智力、 

非智力因素及科技工作者集团心理对创造性过程的影响。 

科学创造心理学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rII起着重叟的作用。按照科q-"：C~J造 C4t．．I~学的 

规律办事，能够很大限度地发挥科技1作者的科学创 的效率，促进科技工作者的心珲 

相容，加强建设科研工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结合我 当前科技界的实际情况和四个现代化R,I 科技人员、科学管理人员提出的要 

求， 研究科学创造心理， x,j‘于科技人员， 科薯 管理人员充分发挥,(ILvlt']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对于多出成果，多出人才都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一

、 科学工作者科学活动的智力基础 

从事科技活动是需要一定的智力水平的。提高科技工作者的智力水平与建立合理的 

智力结构是科学创造心理学的重要任务。深入研究我 科技工作者的智力问题，必能促 

进我国科技工作者智力开发，充分发挥他们的科学创造能力，合理使用科技人 员，使我 

国科学事业迅速发展。 

所谓智力是指人的各种能力的总和。智力结构_t要是由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 

能力、想象能力、实践能力等基本能力构成。这五种 本能力可以 ：为智力结构的五大 

要素。在智力结构中，各种能力之间Z L：相瓦联系、相互 约f1匀， 智力结构} 各有一定 

的作用。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扪个比方：观察能力 智／』』结构的H艮睛，记忆能力是 

智力结构的储存器，思维能力： 智力结构的中怄，想象能力足帮力结构的翅膀，实践能力 

是智力结构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转换器。在智力结构巾域为承j 的是创造性能力，它主要 

是由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想象能力所组成。 

观察力、记忆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实践能力 科!学创造过程巾各有一定的独 

特的作用，同时这些作用又是相互联系，保证科学创造 动的完成。 

科学研究始于观察。观察力是科技工作者搜集科 事实，获得感 认识的 本的心 

理品质。观察力水平的高低是决定科学成果的水平卞n科抄人才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有 

目的的和精确的观察力是富于创造的人的重要心理特征。观察力强的人能够寻找解决问 

题的方法，使创造活动顺利进行。敏锐的观察力是捕捉机遇的重要心理条件，有创造能 

力的科学家具有观察的敏感性，能够利用表面上微不足道的线索而取得显著的科学成果。 

记忆力在科学创造巾的怍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科技工作者博学多知，博闻强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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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创造方向；把别人的成就当作自己的研究工作的 

起点。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老化的迅速加快，知识老化周期缩短，更加要求科 

技工作者有着良好的记忆力，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及时吸取科学研究的营养，保证 

科学创造的成功。 

思维能力是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创造最重要，最基本的心理品质。思维能力在科学 

创造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思维住整个科学创造活动的全过程中起着指导与调节作用。这 

种指导与调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科研选题的选择上；观察实验的构思与设计；科研计 

划及步骤的调整，实验结果与数据的处理；研究结果的科学总结与概括。科技工作者的 

创造性思维是进行创造活动的必要前提。科学上创立新学说的人都具有创造性思维。他 

们敢于破除迷信，敢于向科学权威的错误结论挑战。当前我国有的科技工作者学术思想 

不够活跃，从智力结构角度来看，是没有很好发挥创造性思维的结果。 

想象在科学创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没有想象就没有科学创造。列宁高度地评价了 

想象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他认为最严格的科学也不能否认幻想 (想象酌一种)的作 

用。他指出： “有人认为，只有诗人才需要幻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愚蠢的偏见l 

甚至在数学上也 需要幻想的，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创造是以想象为先 

导，并且激励着创造。 

实践能力是指人的操 能力、活动能力。只有认识能力而缺乏实践能力，科学创造 

是难以成功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更需要手脑并用的人才。实践能力是人类改造自然， 

变革社会的一种重婴因素。 我国科技界有人忽视实践能力， 将影响科技工作者对新 技 

术、新工艺的攻关，因为对于从事应用研究与推广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实践能力水平高 

低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水平更是有很大的影响。 

全面发展科技工作者的智力主要是指智力结构中的五大要素都要有一定的水平，防 

止单纯追求智力某一要素的发展，而忽视其他要素的发展，造成智力结构的失衡，形成 

智力畸形。 

同时也要看到，每个科技工作者的智力结构中的五大要素的发展水平，也是存在差 

异的。科技工作者的智力结构特点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科学家要扬长避短，发 

挥自己的智力优势。这也是因材施教，量才使用科技人员的一个心理学的依据。当前科 

技界，把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而又有较强组织与管理能力的专家，提拔到行政领导岗位 

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要发挥他们的专长，而不应让他们分管不熟悉的工作或职兼过 

多。而对于一些专家、权威虽然学术上很有造诣，但缺乏组织管理能力者，不应安排担 

任行政领导职务，否则可能造成弃长就短。 

智力与知识、经验又有联系又有区别。智力是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但是智力不等于知识。 知识丰富的人不一定成为科学家。 不能把科学创造能力与科 学 

知识经验混同起来。正确处理知识经验与创造能力的关系有利于科技工作者的培养、选 

拔与成长。 

多年来我国教育界重视知识教育，忽视智力教育，致使学生死记硬背，独立思考能 

力较差。为了适应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知识急骤增长的形势，对青年学生与青年 

科技工作者加强智力教育已到 r划不容缓的时候了。我匡I科技界重视科学工作者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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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重资历，轻智力、论资排辈，影响中青年科技：I 作者科学创造能力的发挥。改变 

这种状况，是解放我国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创造能力的当务之急。 

二、科学工作者科学活动的非智力因素 

笔者认为我国科技界对科技工作者的非智力因素对出成果、出人才的意义的认识比 

智力问题更估计不足。科学家的成功固然需要智力水平，也需要非智力因素即优良的兴 

趣、情绪、意志、性格与道德情操。科技工作者创造成功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综 

合效应。在科学创造中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技工作者的兴趣能够推动科技工作者创造性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科学创造性 

活动的成功。兴趣比较广泛的人眼界比较宽广，比较容易从多方面得到启发而促使创造 

性活动成功。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科技工怍者既要订广泛的兴趣，又要有【I 心的兴 

趣，保持兴趣的稳定性和发挥兴趣的效能是科学创造成功所需要具备的兴趣特点。 

情绪是一种非智力因素。它住科学创造中起着重要作J{】。情绪与智力因素有着密切关 

系。它可通过智力因素lf『j间接地影响科学创造。更为亟 的是情绪的表现形态 (心境、 

激情、热情 )、高级情惑 (理智感、黄惑等 )、情绪 质 (倾向 、坚定性等 )都能直 

接影响科学创造。科技工作者正确认识情绪在科学创造l{’的 刖，科学地控 与渊节自 

己的情绪是保证科学创造成功的重要因素。 

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在科学创造的道路上，充满着艰难险阻。因此科技工作者必 

须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去战胜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才可能有所发 

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马克思说得好： “住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 

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耀达到光辉的顶点。”意志的自觉性、果 

断性、坚持性和自制力是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创造所必须具备的意志品质。意志的自觉 

性使科学工作者对自己的科学创造的目的有着正确的、充分的认识。意志的果断性使科 

学研究的选题等关键时候作出决定。意志的自制力使科 工作者为了完成科学创造而控 

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言行。意志的坚定性是保证科学创造的完成的重要心理条件。 

科技工作者谦逊、自我批评精神、献身科学与追求舆理的精神、共产主义思想，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感、事业感、责任感与义务感等道德情感在科学创造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例如，追求真理的优良品质使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精神，不畏艰险，坚 

韧不拔，为科学创造而英勇战斗。共产主义思想保证科学创造方向的正确性。爱国主义 

情感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为我国科技现代化而献身的力量源泉。集体主义情感 

是科技工作者团结合作、联合攻关的情感基础。 

科技工作者的世界观对兴趣、情绪、意志、道德情操的发展倾向及其水平有着很大 

的制约作用。科技工作者的非智力因素是受社会历史影响的，扣上时代的烙印。在我们 

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对科技工作者的非智力因素提出了更 

新、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科技界，建设科研工作的精神文明、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爱国 

主义与共产主义觉悟，培养科技工作者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很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 

对于提高科技工作者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教育水平、促进科技工作者联合攻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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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加强团结、增强科研集体的科学创造的效应，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 

意义。 

当前，我 科技界应进一步尊重科技工作者的如陈景润那样的兴趣；表彰象马寅初 

坚持真理的自信精神；提倡对科学攻关象陈篪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发扬彭加木、蒋筑英、 

罗健夫热爱祖吲，献身科学的革命精神。 

三、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心理与科学创造 

现代科学研究大都是采取集体研究的形式进行的，科技工作者的集体心理对于科学 

创造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研究集体中、学术空气浓厚， 术思想活跃，研究人员的 

心理相容将促进各个成员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和提高科研效率，否则将抑制与窒息集体 

成员的创造性。 

研究集体心理有助于搞好科研集体的台理组织、团结合作、发扬优良的科研作风， 

增强研究集体上气，发挥科研劳动的集体效应，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发挥集体心理效 

应能够发挥集体与个人两个方 的积极性，既有助 I 克服 “Ⅱ乞大锅饭"现象，也订助于 

防止科研题目分散，忽视协作攻关的倾向。 

青年科技 Ï：作者 创造心 上的最大特点是敢想、敢说、敢做，不被权威名人所吓 

倒，思维活跃，富 创造性，住科学创造上崭露头角。 

中年科技工作者在创造心理上的最大特点是处在人生创造的高峰期。 在一般 条 件 

下，一个科学家在25岁 _。。45岁之间，做出重大贡献的可能性较大。最近中国科学院调 

查材料表明，中年科技人员址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中坚，是处在最富有创造的年代。 

中国科学院对本院北京地区的1978年至1979年获得重大成果的一二级奖的科技人员的年 

龄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出成 的 “高峰”年龄是旧十一岁至四十五岁，占百分之四十 

· 九。 

老年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心 上的最大特点是科研经验丰富，善于指导科学方向，善 

于培养科学后代。 

青年科技： 作者求知欲 Jj强，对科学技术的新书物很敏感。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研究 

充满着激情，蚓气勃勃。他 受传统的习惯势力束缚较少，敢十解放思想，打破陈规旧 

俗。但是他们情绪不够稳定，州‘科学研究：I 作巾}H现l钧困难雨i挫折估计不足，遇到科研 

工作失败，容易 生灰心丧气情绪。 

中年科技工作者巳积累较丰富的科 1 作经验，科研上n 大有作为，但他们不及青 

年科技 作者那样热情奔放，不如老年科技工作者老练沉着。 

老年科技工作者研究经验很丰富，老练沉着。但他们容易因循守旧。 

老中青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研究的集体中，都要从智力上、个性心理特点上，发挥各 

自优势，扬长避短，集他们各自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长处之大成，鼓励老中青科技工 

作者联合攻关，保证科学创造顺利进行。 

现代科学研究大都是采取集体研究的形式进行的。因此科研集体成员要力求心理相 

容。心弹相容是合作成员心理特性最协调的结合。在科研集体中心理相容的程度是不同 

的，可以相对分成和睦、友好，亲热几个等级。科研集体成员的信念、观点与理想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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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是决定心理相容最重要的因素。振兴中华，实现我吲科技现代化的崇高理想是我国 

科研集体心理相容的可靠保证。 

科研集体的心理相容对科学创造有重要的作用： 

心理相容是科研集体团结的基础。科研集体各成员的信念、 想、目标的一致，把 

他们的心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之间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心理默契，相互依存成 

为科研集体团结的心理基础。 

心理相容是集体成员之间的一种融洽的心理状态，因此它使科 集体n勺成员相互关 

系的心境是和睦与友好，心理气氛是健康与向上的。科研集体这种积极的心境与良好的 

心理气氛，无疑对科学创造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科研集体中成员的心理相容， 有助于成员智力因素的充分发挥， 促进他们观察 敏 

锐，思维灵活，想象丰富，操作灵巧，提高科研创造的效率。 

心理相容对于维持与增强科研集体各成员科学研究的热情有着积极的作用。心 相 

容能够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决心。 

心理相容使集体成员在科学创造中对彼此之间的行动广：生肯定性反应，使他们的步 

调一致。 

如何搞好科研集体的心理相容呢? 

从科研工作的实际出发，针对性地深入地进行思想 怍，不断地提高科学工作者的 

政治思想水平，这是搞好科研集体心理相容的思想基础。JJl】强对科学上作者的科学道德 

教育，提倡讲团结、讲风格，这是搞好科研集体心理相容的道德丛础。精兵简政，使科 

研集体的组织结构合理、反对人浮于事，相互扯皮，达 搞好科研集体心理相容的组织 

基础。努力做到按章办 ，有章可循，奖罚分明，这是搞好科研集体心理相容的规章制 

度的基础 。 

四、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活动的心理 

在一个曰家里，人民的科学创造能力及其在生 ：l⋯ 运用，直接关系到这个 的 

发展和实力。因此，创造能力被认为是一个 的重要财富。尽管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 

活动经常在进行，可是很多人，其 包括某些大科学家都 不清楚fI已创造活动的心 

过程。至于创造活动中的灵感、机遇等问题，更是被一些人说得{Il1乎其神、不_uJ思议。 

其 实， 科学创造活动的心理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们自觉地运用创造性活动的心理的规 

律，时于提高科技人员的科学创造能力，增强创造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攀登科学技 

术高峰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创造活动是一种独创性的活动，这种活动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具有社会价值的 

产物。科学创造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创造性的程度也各有不同。科学家在科学上 

的突破、革新家的发明，劳动模范的先进生 方法等等，赴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活动。合 

理化建议、工作方法细节的改善等是创造性比较低的活动。 

科学创造活动的特点是创新，不是重复。创造不是墨守成规，丽是推陈出新。创造 

性活动就是披荆斩棘，开辟新的道路。技术发明的创造足创造出具体的东西币̈机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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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造表现为发现事实与规律。刨造性活动是智力水平高度发展的表现。创造性能力贯 

串_『芏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创造性活动的自始至终。 

有些人把科学创造活动泌得很神秘，使人望而生畏。其实创造性活动经历着孕育、 

发展的阶段。丁解科学创造过程，订助于人们自觉地进行科学创造。 

科学创造赴指矬立新的科学概念和新的科学理论。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活动大体分 

为如下三个阶段： 

科学研究的准备阶段0这个阶段包括问题的提出，假没和制定研究方法。 

对假设进行验证的阶段。侄这个阶段，要求研究者具有高度水平的观察力，发现看 

来是微不足道但对问题的解决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 

研究者经常用事实检验假说，如果事实与假设相反，假没就要被取消，代之以新的 

假没，再用事实检验假说。有时这要进行若干次。 

概括和总结 究成果的阶段。科学创造的第三阶段灶把第二阶段取得的结果进行概 

括和总结。在这个阶段的工作结果，表现为研究工作报告、实验工作报告、调查报告、 

工作总结、论文和著作等。 

在创造性活动中，确实存任着所 的灵感现象，即新形象、新概念、新思想的产生 

带有突然性。灵感往往使科学家、艺术家在 “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进入 “柳暗花 

明又一村”。 

灵感是人在创造性活动l{l出现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同其他心理现象一样，灵感 

也是人脑对各种现实的反映， 壶人脑的机能。把灵感神秘化，或者否认灵感的存在都是 

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有些科学家否认灵感，其原因是不同的。有的科学家出于过分夸大 

灵感作用的反感，有的不【{月确灵感的含义；有的没有注意自己的创造心理过程。科学大 

师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灵感。 

了解灵感的特点与规律；不失时机地捕捉灵感，有助于科技工作者创造的成功。 

灵感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埘于灵感的解释却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激 烈 斗 

争。唯心主义刚神赋、天才、无意识来解释灵感。把灵感说成 神授，这显然是荒诞的 

说法。把灵感等同f天才，而认为天才是天赋的，这种用唯心主义天才论来解释灵感也 

是错误的。唯心主义无意识创f1： }!论的代表人物，往往以创造任务的解决似乎是突然发 

} 的。创造者几乎描绘 出他 创造过程中的心埋活动，作为创造的尢意识性的证据。 

这种所旧的证据，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创造任务的突然解决，实际上是人的长期 

有意识的思维活动的结果。创造者订时不能描述 自己创造过程本身的心理活动，是因为 

创造者的注意 完全集l【 创造的客体 身。而创造者刈‘创造活动的目的，创造性努力 

指向什么，那是清清楚楚地意识到的。所以，无意识创作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笔者认为，灵感是创造性过程中创造能力、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飞跃。灵感是一种 

最佳的创造性能力，赴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想象能力和记忆能力巧妙的融合，因而 

能婕问题获得迅速的解决。创造者在创造性活动中，由于对问题长期的探索，使创造者 

的智力活动达到高潮，处于高度的受刺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或因外界的某一刺激而受 

到启发。或由于某种联想，或由J 其他思维的触类旁通，忽然间把创作者的各种能力充 

分发挥出来，把智力活动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此时，记忆储存的材料重 (下转6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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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的思，无宁说他更注重行 “成"的思。他特别强调德行的形成一定要经过思考： 

“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⑩ “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⑨ 

2、博与专。在这方面，韩愈也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 

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⑧j 里韩愈把 和专看得都很重要。他认为，一个人 

在学习中，既要广博地猎取、兼收并蓄，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又要主次分明，彳r 

所专精，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 “提其玄”、 “钩其要”。韩愈 赞成那种 “学虽勤而 

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⑧的只博不专的学习方法。 

3、学与创。韩愈在学习问题上，非常重视创造性。他要求做到鳓与思、博与专的 

最终目的，是要达到 “抒意立言，白成一家新语"。⑨他特别反对 “踵常途之役，窥陈 

编以盗窃”⑤的那种钻在故纸堆里拾人牙慧的人。韩愈自己在这力 起到了表率作用 

的。他吸收了 《春秋 》内容严谨、 《左传 》文辞华荚、 《易经 》奇变有法、《诗经 》理 

纯文丽等等各极其妙的作品的精华，从而使自己创造出博大精深、波澜壮阔的文章，成 

为 “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巨匠。 

注l 

① 范文澜 《中国通史 第四册 

②⑧⑤⑥⑦⑨⑨⑩⑩⑩⑩⑥⑩⑩ 昌黎先生集 ·原性 》 

④⑨参阅燕国材 先秦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4月第一版， 

⑥ 董仲舒 

⑩ 孙实明《简明汉’一 唐哲学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9月第一版， 

⑧@◎ 昌黎先生集 ·师说》 

@③⑦⑤⑤◎⑩⑧⑨⑧⑧⑨⑤ 昌黎先生集 ·进学解》 

1 0 6页，第2O页． 

笫2 4 4页。 

触  黻 触  袱 袱 袱  黻  

(上接59贝 ) 

新组合，联想高度活跃，思路接 通 】 ，州题迎刃而解。 

科学创造心 学的研究表明，灵感的特点任T创造者热烈而顽强地致力于创造性解 

决问题为前提；灵感的发生是突发的、飞跃的；灵感 良好的精神状态下 生I灵感 

的到来伴随巨大的情绪高涨。 

灵感在科学创造Lf】的作用表 在很多方曲i。科技工f1：者在长划的训：究中，冥思苦想 

的问题，由于灵感进发使问题获得解决而获得成功。灵感有时能够给科技工作者提供重 

要启示，重要思路或重要线索。科技工作者在确定选题时，搜集了不少材料，往往感到 

几个具体选题都要进行，一时拿不定主意，有时可 灵感的闪现，使具体的 I 究课题确 

定下来。在撰写论文过程中，有时搜集相整理不少材料，往往感到头绪很乱，不知如何 

下手写，或者举棋不定，犹豫 决，灵感的出现，使思路清晰，文章的条理性出来 。 

“源头活水何处来，”灵感是 “长期积累、 偶然得之。” 我 既不能 ‘意制造灵 

感，守株待兔，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灵感，排斥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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