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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创造力的研究

王极盛 孙福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2

提 要

本文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

探讨 了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与

其不 同发展阶段的关系
,

创造力 的基本要素
、

每种要素与其不 同发展

阶段 的关系
,

创造力与其构成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

科学研究的独创性特点
,

决定了科技工作 者的创造力及其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

科

技工作者创造力的大小
,

对科研工作的成败与科技工作者的成长
,

起着决定性作用
。

因

此
,

研究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
,

对于掌握创造力的规律
,

提高科研工作效率与有效地培

养科技工作者
,

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两类
3 4 类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共1 人 , ∋ 类是一般科技工

作者
,

共 / 5人
。

我们采用心理量表的方法
,

进行调 查研究
。

心理量表调查的问题有创造力
、

观察力

的敏感性
、

记忆的保 持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能力
、

创造性想象能力
、

创

新意识
。

每个问题分为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与老年时代三个发展阶段 , 每个问题有五种

答案
3

很好
,

较好
,

一般
,

较差
,

很差
。

被试者选择一种认为符合 自己情况 的 一 个 答

案 , 如果被试者对五种答案都没有选择
,

则为缺项
。

在整理调查结果时
,

对答案的分数

采用  分制
。

即很好为  分
,

较好为 分
,

一般为 6 分
,

较差为 分
,

很差为 / 分
。

学

部委员对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的每个问题都作了回答 7 一般科技工作 者
,

囚

绝大多数人年龄不满 89 岁
, 只回答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的问题
。

把每个被试者的答案
,

按  分制整理成分数
,

编仕城成平均数差异的显 若:
’

,
3

考;盆
、

相

关系数等程序
,

使用< = >一 , 型微型计算机
,

对研究结果进行统 /
?

卜处理
,

共
≅

,二要内 容

延平均数
、

两组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Α
一

考验 .比较两个平均数的差别在统计学上是 否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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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性意义
,

即分辨两个平均数的差别是否是探索的因素所产生的真正差别
,

根据Α

考验的公式算出Α 值的大小
,

如果两个平均数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

则用Β Χ 。
?

9 
,

表示不可靠在百分之五 以上
,

即差异不显著, 如果两个平均数在统计学上达到了显著性

水平
,

根据显著性高低
,
则用Β Δ 9

?

9 
,

表示可靠性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

即差异显著
,

Β Δ 9
?

9 / ,

表示可靠性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 Β Δ 9

?

9 9 
,

表示可靠性在千分之九百九十

五以上
, Β Δ 9

?

9 9 / ,

表示可靠性在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以上
,

即差异非常显著2
、

和相关

系数 .为了研究两种有关数据之间是否有关
,

其关系程度如何
,

统计上采用相关
’

分析的

方法
。

统计上常用相关系数 Ε来表示两个变量间是否存在相关及其密切程度
, Β Χ 。

?

9  
,

表示相关系数无显著意义
,

即两种有关数据之间的关系不密切
, Β Δ 9

?

9 
、

表示相关 系

数有显著性意义
,

即两种有关数据之间的关系密切
, Β Δ 。

?

9 / ,

表示相关
,

系数有非 常 显

著性意义
,

即两种有关数据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2
。

统计处理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3

.一2 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及其有关要素的发展水平

科技工作 者分为两类
3
工类是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 类乃一般科技工作者

。

学部

委员创造力发展水平比较
,

包括青年时代创造力发展水平的平均数与中年时代创造力发

展水平的平均数的Α考验 7 青年时代创造力发展水平的乎均数与老年时代创造力发展 水

平的平均数的Α 考验
7
中年时 代创造力发展水平的平均数与老年时代创造力发展水平 的

平均数的Α 考验
。

一般科技工作 者大多数年龄不满 89 岁
,

其创造力发展水平的比较是 青

年时代创造力发展水平的平均数与中年时代创造力发展水平的平均数的Α 考验
。

创造 力

有关要素包括观察力敏感性
、

记忆保持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

象
、

创新意识
。

本研究对答案的分数采用五分制计分
,

平均数的单位为
“
分

” 。

科技工作者创造力及其有关要素发展水平的统计处理
,

结果见表 /
。

从表 /可以看 出
,

学部委员青年时代的创造力
、

观察力敏感性
、

记忆保持
、

思 路
、

独立思 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的发展水平都比一般科技工作 者青

年时代这些方面的发展水平高
。

学部委员中年时代的创造力
、

观察力敏感性
、

记 忆 保

持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的发展水平也都比一般

科技工作者中年时代这 些方面的发展水平高
。

.二2 学部委员与一般科技人员创造力及其有关要素的发展水平的比较

飞学部委员与一般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及其有关要素发展水平两者平均数的Α考 验 的

结果见表
。

.三2 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及其有关要素不同时期的相关系数

学部委员的创造力及其有关要素青年时代与中年时代的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
、

青年

时代与老年时代发展水平的相关 系数
,

中年时代与老年时代发展水平的相关系以及一般

科技工作者创造力及其有关要素青年时代与中年时 代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见表 6 。



科 学 学 研 究 第 卷

门
许书哎洲侣姚状殊拭禅戌只级易Φ却攀Γ橄鑫

叫娜



第 期 王极盛
、

孙福立
3

科技工作者创造力的研究

表 学部委员与一般科技工作者创造力及其有关要素发展水平的比较

青年时代的比较 中年时代的比较

项 目
Α 值 Β

’

Α 值
7

Β

创 造 力 / 2 9
。

9  5 6 0 Δ Η
。

9 9 /

观察力敏感性  9 6/ 9 8 0 6

记 忆 保 持 8 8  /  

. 9
。

9 /

. 9
。

9 /

思 路  9 9 6 09 // Δ 9
。

9 /

独立思考能力 8 6 8 / 2 9
。

9  6
。

1 5 /6 . 9
?

9 9 /

创造性思维 8 6 /  Δ Η
。

9 9 / 19 9 〕 Δ 9
?

9 9 /

创造性想象 5 0  5 Χ 9
。

9  
。

1 5  6 Δ Η
。

9 /

创 新 意 识 5 Δ 9
?

9  5 6 9 / Δ 9
?

9 9 /

.四2 创造力与创造力基本要素的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
3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与一般科技工作者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的创造

力
,

分别于他们的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的记忆保持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 造性 思

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的相关
, Β都小于。

?

9 或9
?

9 / ,

相关 显著
。

学部委员青年 时

代的创造力与青年时代的观察力敏感性的相关系数
, Β Δ 9

?

9 
,

相关显著, 中年时代 的

创造力与中年时代的观察力敏感 性的相关系数
, Β Χ 9

?

9 
,

相关不显著
。

学部委员老 年

创造力与老年时代的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 意 识 的 相

关
, Β都小于9

?

9 或 9
?

9/
,

相关显著
,
老年时代的创造力与老年时代的观察力放感 性 的

相关系数
, Β大于9

?

9 
,

相关不显著 , 老年时代的创造力与老年时代的记忆保持性的相 关

系数大于9
?

9 
,

相关不显著
。

一般科技工作者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的创造力与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的观察力敏感性的相关系数
, Β Δ 9

?

9 
,

相关显著
。

.一2 从表 / 的研究结果表明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创造力的发展 以中年时代水

平最高
。

中年时代的创造力高于青
、

老年时代的创造力
,

并且达到了非常显著性的水平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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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及其有关要素不同时期的相关系数

项项 目目 ΙΙΙ 青年时代与中中 /// 巾年时代与老老
创创 造 力力 ·

⋯⋯
年时代的相关关 青年时代与老老 年时代的相关关

另另另”

ϑϑϑϑϑ
年时代的相关 :::

Ε值

⋯
ΒΒΒ

····值

⋯
·

:::
·值

∃∃∃
ΒΒΒΒΒ ΒΒΒ

4444444

⋯
。

·
8”‘555

:
‘。

’

。‘‘

⋯
一
“‘   Δ 9

?

9 666 9
。
 1 5111 . 9

?

9 ///

4444444

⋯
。

·

8‘’‘‘

⋯
Δ。

·

。’’’’’’’’’’’’’’’’’’

观观 察 力力 444

⋯
。

·

“ ““

⋯
一

。’’ 9
?

0 1    . 9
?

9 /// 9
。

 8    Δ 9
?

9 ///

敏敏 感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

Δ 9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4444444

⋯
。

·

“ 6 1111111111111

记记 忆忆 444

⋯
一

旅扁
ΚΚΚ

⋯
一. 。

?

。‘‘ 9
?

6 5  Χ 9
?

9    9
。
  Δ 9

?

9 ///

保保 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Ι

‘9
?

9                                                      思思 路路 444

Λ
。

?
6 5 8888888888888

4444444 8
。

8 5 111 Δ Η
。

9 /// 9
。

0 8 /// . 9
?

9 666 9
。

1 05 555 Δ 9
?

9 ///

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Δ 9
?

9 /////////////////////////////////////////////////////

4444444 Η
。

 9 婆婆 Δ 9
。

9 /////// 9
?
8 / :

Κ Κ Κ Κ

一一
:::::::::::::::::::

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Ι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4444 9
。
8  6 9

?

/9〕〕 Χ 9
?

9      . 9
。

9 ///

9999999
。

1 8///////////////////////////////////////////////////////////////////4444444 Δ 9
。

9 ///////////

999
?

5 58 /// Δ 9
?

9 /// Η
。
8 /8 /// Δ 9

?

9 /// Η
。

1 / . 9
?

9 ///

999
?

8 6 555 Δ Η
。

9 ///////////////////

999
。

8 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9
?

9 /// 9
。

8 6 1000 Δ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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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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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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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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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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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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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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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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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科技工作者的中年时代的创造力优于青年时代的创造力
,

但在统计学上没有达到显著

性水平
。

而科技工作者中年时代的创造力发展水平
,

是一生中创造力发展水平的最高时

期
。

在一个国家里
,

人们的科学创造力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

直接关系着这个国家的发

展与实力
。

因此创造力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财富
。

人们常说
,

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

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7 科技的发明创造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
。

而创造力水平是科技

创造发明成功的重要条件
。

保护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
,

特别是中年科技工作 者 的 创 造

力
,

就是保护国家的重要财富
。

提高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中年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
,

发挥

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中年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效应
,

就是 为四化创造更多社会主义的物质

财富与精神财富
。

它与我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
。

因此精心保护 与充分开发科技

工作者
,

特别是中年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
,

对于加速我国科技现代化
,

迎接新的技术革命

的挑战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中年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发展水平最高的研究结果
,

为党和国家保护与重视中年科

技工作者
,

努力改善中年科技工作者的生话条件与工作条件
,

提供了心理学理论依据
。

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是科技工作者发挥创造力的创造环境的组成部分
。

良好的生活条 ∗牛

与工作条件是充分发挥创造力所必需的
。

较好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
,

有助于创造者心

绪安定
、

心情舒畅
、

思路流畅
、

想象丰富
,

发挥创造力
。

拥挤的工作条件与居住条件
,

嘈杂的环境
,

易使创造者心情烦躁
、

注意力分散
、

记忆力下降
、

思路中断
,

阻碍创造力

的发挥
。

中年科技工作者年富力强
,

创造力旺盛
,

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期
。

改善中年科技

工作者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
,

提供较好的创造环境
,

是充分开发中年科技
一

〔作者 创造

力的基本条件之一
。

从表 /
、

表 可以看出
,

学部委员青年时代的创造力比一般科技工作 者的青年时代的

创造力高
,

但在统计学上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学部委员中年时代的创 造力比一般利
·

技

工作者中年时代的创造力高
,

并且在统计学上达到了非常显著性的水平
。

山此可以推测

学部委员在科技上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与他们有较高的创造力分不开的
。

可以认为
,

提高

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
,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科研成果的水平
。

我们认为
,

重视与加强对

中年科技工作者创造力的继续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

而且应把知识更新与创造力训练作为

继续教育的两个基本内容
。

二者既有区别
,

又有联系
。

不存在超越知识的创造力
,

但是

不能把创造力与知识等同起来
。

创造力的发展与知识的掌握也不是 同步的
。

在科学研究

机构中
,

常常可以看到有些科学工作者的知识水平差不多
,

但是他们的创造力却有较大

的差别
。

在科学研究中
,

过于偏重知识与经验
,

忽视创造力的培养
,

对 于科学创造是很

有害的
。

我们主张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不但要有丰富的科学 知识与经验
,

更要有丰宫的创

造力
。

知识丰富是发挥创造力 的重要条件
,

但知识本身代替不了创造力
。

一个人可能在

几个领域中都拥有渊博的知识
,

但可能在科学上无所创造
。

我们认为我国科技界比较爪

视知识教育
,

忽视创造力教育
。

因此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继续教育
,

要重视创造 力教育
,

加强科技工作者创造力流畅性
、

灵活性与独创性的训练
。

从表 6 可以看出
,

学部委员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创造力的发展相互之间

的相关系数以及一般科技工作者青年时代与中年时代创造力发展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的

考验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以上
。

说明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在不同年龄时期是 密 切 相 关

的
。

换句话说
,

在一般情况下
,

科技工作 者在青年时代的创造力水平越高
,

中年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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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水平也越高
,

老年时代的创造力水平也就能保持较高水平
。

这个研究结果提示我

们
,

科技单位对科技人员的创造力培养要从青年科技工作者抓起
。

这样就能保证他们中

年时代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展
,

也能使他们老年时代的创造力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

.二2 从表 / 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

学部委员除青年时代的记忆保持高于中年时代

并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外
,

中年时代的观察力敏感性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 造 性 思

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都高于青年时代
,

并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井在这些方面及

记忆力保持都高子老年时代
,

其中观察力敏感性
、

记忆保持
、

思路
、

创造性思维达到了

显著性水平
。

一般科技工作者除青年时代记忆保持高于中年时代并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外
,

中年

时代的观察力敏感性
、

记忆保持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

新意识都高于青年时代
,

其中观察力敏感性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达到了

显著性水乎
。

这个研究结果表明
,

科技工作者创造力有关要素的发展水平的优势就在中

年时代
。

从表 /
、

表 可以看出
,

学部委员青年时代都优于一般科技工作者青年时代的观察

力敏感性
、

记忆保持性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
,

并且除记忆保持
、

思路
、

创造性想象外
,

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以上
。

学部委员中年时代

都优于一般科技工作者中年时代的观察力敏感性
、

记忆保持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

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
,

并且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这个研究结果表明
,

学

部委员在科学技术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

也是与他们具有较高的观察力敏感性
、

记 忆 保

持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
。

因此
,

提高科技工作者创造力有男要素的发展水平
,

对于科技工作者多出成果
,

多出高水

平的成果有很大意义
。

从表 1 可看出
,

除学部委员青年时代与老年时代的记忆保持
、

独立思考能力之间的

相关不密切外
,

学部委员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与一般科技工作 者 的 青 年 时

代
、

中年时代的观察力敏感性
、

记忆保持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

想象
、

创新意识的不同年龄阶段发展的相关分别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关系密切
。

这个

研究结果表明
,

在一般情况下
,

科技工作者在青年时代的观察力敏感性
、

思路
、

独立思

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水平越高
,

中年时代的观察力敏感性
、

思

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水平也越高
7
中年时代这方面

越高
,

老年时代也越能保持较高的水平
。

因此科技单位对科技工作者的观察力敏感性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的培养应要从青年科技工作

者抓起
。

.三2 除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创造力与观察力敏感性
、

老年时

代创造力与记忆保持的相关系数不显著外
,

学部委员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以

及一般科技工作者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的创造力分别与记忆保持
、

思路
、

独 立 思 考 能

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意识的相关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因此
,

我们认为

除观察力敏感性外
,

记忆保持
、

思路
、

独立思考能力
、

创造性思维
、

创造性想象
、

创新

意识作为创造力的基本要素是适宜的
。

创新意识是创造力在创造活动 中的出发点
,

也是

创造性活动的起点
,

是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创造活动的开端
。

科技工作者根据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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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
,

产生了对某种科技创造的创新意识
。

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创造性活动
。

记

忆保持是创造力在创造活动中已有信息的来源
。

创造不是重复
,

但是创造是在前人工作

的基础上进行的
,

需要把已保持在头脑中的知识进行整理加工
。

创造性思维是经常借助

于有关知识
、

原则和方法的联想
,

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

思路是创造力在创造活动
,
卜

的迅速性与广阔性的基础
,

使科技工作者在创造活动中产生大量的联想与观念
,

思维灵

活
,

善于改变思考路径
。

独立思考能力是创造力在创造性活 动中新颖性的基础
,

是人们

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必要前提
。

思维独立性使科技工作者在创造性活动中往往不寻找现成

解决问题的方法
,

不依赖别人的思路和原理
。

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是创 造 力 的 核

心
。

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造力水平的高低
。

科技工作者

发明创造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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