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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音乐与智力及创造力的关系。 方法：运用托尼非语文智力测验量表及创造性能力测验分别对 245
名音乐特长生及 225 名普通中学生进行测验，并对测验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在创造力方面普通中学生要高于音乐

特长生；在智力方面两者无显著差异。 结论：音乐与智力及创造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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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Methods： The thesis
chose 245 music specialized students and 225 general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as the objects of study by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study. Results： The creativity of general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usic specialized students in mid-
dle schools and there was no great difference in intelligence between them. Conclusion： Music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n-
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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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智力和创造力的相关研究， 历来是一个

备受关注的热点，有的研究认为，长期的音乐训练可

以促进认知发展和抽象思维， 特别是音乐能力的提

高对空间推理能力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1]。 与上述

结论相反，Geake 等人在 2003 年以在校生为被试在

学校自然环境（以往研究在实验室进行）进行实验，
未发现学习音乐者与没有受过音乐训练者在空间推

理成绩上的显著差异[2]。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进行音

乐训练或者仅是听音乐， 可能对提高智力有一定的

帮助，这就是近年来兴起的“莫扎特效应”（听莫扎特

音乐可以提高智力）[3]。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较少，
2003 年刘正奎等人通过音乐特长儿童与普通儿童

的比较研究发现音乐特长儿童的总体智力水平位于

中等水平，与普通生相比总体智商没有差异 [4]；周海

宏在“器乐学习与儿童智力发展研究报告”中也得出

类似的结论[5]。
此外， 关于音乐与创造力的研究也一直存在争

议。 1987 年周林等以音乐儿童和常态儿童为被试进

行对比研究，发现具有音乐才能的儿童在图形、语词

和数三项类比推理测验中普遍比常态同龄儿童的成

绩要高[6]。 加 拿 大 研 究者 Shand 经过实践研究认为

创造力产生于经验的积累与独立思考的结合， 而长

期的音乐训练仅能提高演奏技巧，而非创造力[7]。 还

有一种观点认为， 音乐教育具有培养学生创造力的

巨大潜能，无论是音乐的欣赏、创作、演奏还是表演

实践，都是创造性的因素在起作用，但需要特殊的音

乐教学方法[8]。
前人不同的研究结论引发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兴

趣， 同时国内以往有限的实证研究均以是否学习某

种乐器来区分音乐特长生和普通生， 而其中的一些

被试可能只接受过较短时间的音乐训练， 还不足以

称为音乐特长生，更主要的一个问题可能是，虽然是

音乐特长生，但在普通学校学习，同时接受着更多的

音乐之外的各种训练， 而这些训练可能与对照组所

受的训练相似，因此，表现出更多的共性。 本研究音

乐生被试取自专业音乐学校的学生， 他们在学习器

乐的同时还学习各种音乐理论知识，以音乐为专业，
大多在幼年起就开始音乐学习。 我们试图通过普通

中学生与专业的音乐特长生智力及创造力测验结果

进行比较，来探索音乐与智力和创造力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取自北 京市某中学 及某专业音 乐学院附

中，共 470 人，普通中学生 225 人（男生 82 人、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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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人），平均年龄 15.4 岁(SD=1.76 岁)；音乐特长生

245 名（男生 87 人、女生 158 人），平均年龄 15.6 岁

(SD=1.65 岁)。 两校学生年龄、性别分布无显著差异。
1．2 研究工具

1．2．1 创造性能力测验 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编制的 《创造性能力测验 2.0 问卷中文第一版》，
取其中三个分测验：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数字创造

性思维测验、实用创造性思维测验。
1．2．2 托尼非语文智力测验量表 智力测验工具采

用托尼非语文智力测验量表， 该量表是美国心理学

家 Brown 等人于 1982 年编制， 并于 1990 年修订的

一套非语文类智力测验，该测验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不受语言和文化的影响，适合集体施测 6 至 18 岁儿

童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智力水平。

2 结 果

2．1 多因变量方差分析

首先以智力、创造力测验成绩为因变量，学生类

型、性别、年级为固定因子进行多因变量方差分析，
组间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1。

2．2 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学生的智力比较

经过对智力进行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智力

在学校(F=2.739,P=0.99)、性别(F=0.289,P=0.591)上没

有显著 差 异，但 在 年 级 (F=5.350,P=0.000)上 差 异 显

著，故对各年级进行考察。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进行年级智力比较时，各校

年级智力有高有低：初一、高一年级音乐特长生智力

得分显著高于普通中学生； 初三年级普通中学生智

力显著高于音乐特长生，初二、高二、高三年级智力

水平无显著差异。 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学生相比各

年级智力水平无明显智力发展优势， 也没有随着音

乐学习年限的增加而在智力水 平上高出普 通中学

生，而且单从音乐特长生一组的成绩进行比较，智力

水平的发展也不是完全呈上升的趋势。
2．3 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学生的创造力比较

2．3．1 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学生的创造力及各分测

验得分比较 首先对创造力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 现 创 造 力 在 学 校 、 年 级 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F=

26.863,P<0.001;F=12.235,P<0.001），分别列出比较结

果。 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

学生相比，在图形创造力、数字创造力、实用创造力

及创造力总分上， 普通中学生的得分都显著高于音

乐特长生。

表 2 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学生各年级智力得分比较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3 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学生在创造力总分

及各分测验上的得分比较

表 4 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学生各年级创造力得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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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两被试组创 造力得分各 年级之间 进 行 比 较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创造力得分各年级比较中，除高

一年级在创造力总分上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学生无

显著差异外，其他各年级普通中学生都显著高于音

乐特长生。 见表 4。

3 讨 论

音乐特长生与普通中学生智力的比较， 前人的

研究意见分歧，本研究通过专业音乐院校学生与普

通中学生的智力测验结果比较，发现二者无显著差

异。 许多关于音乐与智力的论述，都强调音乐能促

进智力的发展，有的研究结论认为音乐可有效激活

人脑与情感加工相关脑区 [9]；其中一部分研究者 的

理论来源为斯佩里的脑半球分工理论：大脑的左半

球负责对言语、文字、计算等信息的加工，而右半球

负责对图形、音乐等信息的加工，在器乐学习中，双

手共同进行复杂的操作活动，因此可以刺激两个半

球的发展，达到开发智力的效果。 也有研究者发现，
音乐训练可以提高语词记忆[10]。 Rauscher 与他的同

事研究发现，早期的音乐训练对 3 岁前的儿童提高

空间能力有一定的帮助，但对 3 岁以后的儿童几乎

起不到作用。 实际上，智力的构成与发展是一个十

分复杂的问题，如果用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来解

释智力的构成，那么音乐能力被认为是智力的一个

组成部分，根据加德纳的观点，人的各种智力之间的

相关是很低的，不仅在一般情境下某种智力的优势

和特点难以有效地迁移到另一种智力之中，而且，即

使是在不断的教育训练之后，某种智力的优势和特

点仍然难以有效地迁移到另一种智力之中 [11]。 而我

们通常所讲的的智力一般包括多元智能 论中的语

言能力、逻辑数理能力、视觉空间能力。 从智力构成

及相互作用来讲，如果我们仅把音乐能力看作是智

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本研究结果与加德纳的理论是

一致的，也就是音乐能力的发展并没有迁移到其它

能力的提高上。 从智力的影响因素来讲，智力受到

遗传、环境、知识、兴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只分

析音乐对智力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音乐”对发

展智力并没有显著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音乐特长生创造力远远低于普通

中学生的现象，这一研究结果与一般经验上所认为

的音乐能开发创造力的说法是不太吻合的。 影响创

造力发展的因素有很多，Kozbelt 在研究莫扎特创作

的成就和创造力影响因素时发现，创作时间、创作

成就以及创作的持续性影响了这位天才的创造力 [12]。
也许音乐本身并不能影响创造力的发展，而是在音

乐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带来高成就感等 因素促进

了创造力的发展，也可以说音乐是创造力的一个间

接影响因素。 一般经验上所认为的音乐可以促进创

造力的发展， 也许只是从少数优秀音乐家身上归纳

出来的，而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普通的音乐特长生。
Gruhn 经过研究发现简单的音乐训练只能提高音乐

技巧， 而非创造力。 结合专业音乐教育现状我们认

为， 国内目前最高的音乐学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

秀音乐生前来报考， 通过在顶级音乐学校的进一步

学习与深造成为音乐生将来成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此类音乐学校招生名额有限， 在招生上更是层层

把关，严格筛选，优中择优。 音乐特长生为了考取专

业类最高学府， 从幼年起就开始请家教、 拜名师学

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一味只顾练琴。而考取了专业

类音乐学校的学生， 为了将来在音乐领域内有所作

为，平时的时间全部用在练琴上，甚至周末也都在琴

房里练琴，少有闲暇顾及其他事情。与音乐特长生相

比，普通中学生成材的选择面宽，压力远远小于音乐

特长生， 他们在初高中的课外活动要远远多于音乐

特长生，而且业余活动内容丰富，从各方汲取知识，
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由此带来思维的活跃，这或许

是创造力要高于音乐特长的原因。 本研究同时启示

我们：机械、重复的练习对创造力发展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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