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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科研文明
。

研究群体心理有助于搞好

群体的团结合作
,

发挥优良的科研作风
,

增强群体士气
,

充分发挥群体心理效应
。

研

究科学创造过程的心理规律与心理特点
,

使科技人员白觉地运用科学创造的心理规

律
,

提高科技人员的科学创造能力
,

减少

科学创造的盲目性
,

增强自觉性
,

提高科

学创造的效率
。

研究科学创造心理学的方法很多
,

通

常有观察法
、

实验法
、

谈论法
、

个案调查

法
、

作品分析法
、

智力测验法等
。

其中作

品分析法是科学创造心理学的重要方法
。

作品是人的创造能力的产物
,

是反映科技

人员创造力的最真实和最具体 的 材 料 之

一
。

科学创造心理学往往根据具体研究对

象与需要而采取综合的方法
。

或者以某种

方法为主
,

而以其他方法为辅
,

或者交错

运用几种方法
。

上述各种方法都有 自己的

特点
,

也各有局限性
。

管理心理学是研究管理中人的心理规

律与心理特点
。

管理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可

为分三个方面
,

即个体心理
、

群体心理与

组织心理等
。

管理心理学按其管理对象的不同可分

为企业管理心理学
、

科研管理心理学与学

校管理心理学等
。

研究管理心理学
、

掌握管理过程中的

个体
、

群体
,

组织的心理活动规律
,

有助

于制定出正确的
,
行之有效的管理个体

、

群体和组织的方针政策及管理方法
,

提高

领导水平
,

提高员工的生产与工作效率
。

管理心理学的研究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
,

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

培养

群体意识
,

提高集体的士气
,

预测行为使

思想政治工作富有预见性与针对性
。

令。。。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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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科学创造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概

述

科学创造心理学是研究科学创造的心

理规律
。

它主要研究科学创造过程的心理

规律与心理特点
,

探讨智力因素 与非智力

因素对科学创造的作用和群体心理对科学

创造的影响
。

研究科学创造心理学对于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

研究科技人员的

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
,

不仅能促进科技

人员的智力开发
,

而且有助于培养科技人

二
、

智力因素与科学创造

∃一 % 智力与智力结构



智力是指人的认识和行动所达到的水

平
,

是人的各种能力的总体
。

通俗地说
,

智力是人的聪 明程度
。

智力结构是指智力是由那些因素所组

成
。

智力结构主要是 由观察力
、

记忆力
、

思

维能力
、

想象能力与实践能力等墓本能力

所构成
。

这五种基本能力之间 是 相 互 联

系
、

相互制约的
、

在智力结构中各有一定

的作用
,

为了便于理解
,

我们不妨 打个比

方
∃

观察能力是智力结构的眼睛
,

记忆能

力是智力结构的储存器
,

思维能力是智力

结构的中枢
,

想象能力是智力 结 构 的 翅

膀
,

实践能力是智力结构转比为物质力量

的转换器
。

在智力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是创

造性能力
,

它主要是 山创造性思维和创造

性想象能力所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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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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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工作或兼职过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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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智力因素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

科学研究始于观察
。

观察力是科技工

作者搜集科学事实
,

获得感性认识的基本

的心理品质
。

观察力水平的高低是决定科

学成果的水平和科技人才成功 的重要心理

因素
。

有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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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创造能力灼科学家具有观察的敏

感性
,

能够利用表而上微不足道 的线索而

取得显著的科学成果
。

记忆 力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也是不容

忽视的
。

科技工作者阵学 多知
,

博 闻 强

记
,

才能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墓础上确定 自

己的创造方 向
,

去巴别人的 成就当作 自己的

研究工作件起点
。

当代万∋学 技 术 迅 速发

展
,

匆(识老化的速度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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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维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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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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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甚至在数学上也是 需 要 幻 想



的
,

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
。
方

创造是以想象为向导
,

并且激励着创造
。

实践能力是指人的操作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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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革社会的一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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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大的影响
。

三
、

非智力因素与科学创造

非智力因素主要包括情绪
、

意志
、

气

质与性格等
。

科学创造成功是科技人员智

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综合反应
。

智力因

素与非智力 因素在科学创造中 是 同 等 重

要
,

二者缺一不可
。

兴趣是人积极探究某种事物的倾向
,

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兴趣能够推动科技工作

者创造性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

促进科技创

造活动 的成功
,

提高科技工作的效率
。

科

技工作者良好的兴趣品质
,

即兴趣广泛
,

又有兴趣中心
,

保持兴趣的稳定性
,

发挥

兴趣的效能
,

对科技创造的成功有着重要

意义
。

情绪是人对客观现实的态度反映
。

它

在科学创造中有着重要作用
。

情绪的形态

%心境
、

激情
、

热情&
,

高级情感对科技创

造有很大影响
。

科技工作者正确地认识情

绪在科技创造中的作用
,

自觉地控制与调

节自己的情绪
,

是保证科技创造成功的重

要心理条件
。

心境是一种微弱而持续的情绪状态
。

积极性心境可使科技工作者兴致勃勃
,

心

情舒畅
,

观察力敏锐
,

想象丰富
,

思维敏

捷
,

从而提高科技创造的效率
。

激情是一

种强烈而短促的情绪状态
。

积极性激情对

于出成果
、

出人才具有巨大的振动力量
。

积极性激情可使科技工作者英勇拼博
,

协

同攻关
,

充分发挥科技工作的积极性与创

造性
。

热情是强有力稳定而深刻的情绪状

态
。

科 技工作者对科技工作的热情是创造

成功的一个基本心理条件
。

高级情感 %包括理智感
、

道德感与美

感 & 对科技创造有重要影响
。

理智感是人

在智力活动中产生的情绪体会
。

求知欲
,

好奇心
、

怀疑感
、

自信感都是理智感的不

同表现形式
。

理智感对科学创造起着重要

的振动作用
。

科技工作者的政治述德感
,

爱国主义情感
,

集体主义情感
、

事业感
、

责

任感与义务感等道德感是保证科技创造成

功的重要心理条件
。

正确的美感能够激发

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创造中促进真
、

善
、

美

事物的发展
,

是建设科研工作精神文明的

重要 内容
。

意志品质 %意志 自觉性
、

果断性
、

坚

持性自制力& 是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创造

所必须具备的意志品质
。

意志自觉性不仅

使科技人员对科技工作意义有正确认识
,

而且能够调动科技工作者积极性与困难作

斗争
。

意志果断性使科技工作者抓住战机
,

避免失误
。

意志顽强性是实现科技目标心

理上的维持力量与保证力量
。

意志白制力

使科技人员能控制自己情绪
、

约束自己言

行
。

科技创造具有探索性
、

创造性
、

长期

性与艰苦性的特点
,

因此要求科技工作者

具有良好的性格特点
,

例如
∃

谦逊能够充

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智慧
,

促使他们观察

力敏锐
,

思维深刻
,

操作准确
。

谦逊能够

激发科技工作者的上进心与求知欲
,

使他

们虚心学习
,

把别人成就作为自己研究工

作的起点
,

勇于创新
。

自我批评能使科技

工作正确评价 自己
、

提高 白 我 监 督的能

力
,

改正创造性活动中出现的失误与过错
,

训练思维的深刻性与批判性
)
激发永不满



足的求知欲望
。

四
、

科技创造过程的心理规律与心理

特点

研究科技创造过程中的心理规律与心

理特点对于科技人员与科技管理人员掌握

科技创造心理本身的规律
,

提高科技创造

效率是很重要的
。

 

老中青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心理特点

青年科技人员的创造心理特点是 % &

处在创造心理的大觉醒时期
,

对创造充满

渴望和憧憬
。

% + & 受传统习惯势力束缚

较少
,

敢想敢说敢做
,

不被名人权威所吓

倒
,

有一种
“初生牛犊不怕虎

”
的创造精

神
。

% , & 创新意识强
,

敢于标新立异
,

思想活跃
,

心灵手巧
,

富有创造性
,

灵感

迸发
。

% − & 在创造上已崭露头角
,

孕育

着更大的创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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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研究
,

科技发明的最佳年龄还是

在+. / − .岁之间
,

其最佳峰值年龄在,0 岁

左右
。

老年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心理特点是

科研经验丰富
,

判断力比较准确
,

情绪稳

定
,

善于指导科研方向
。

+
 

科技创造的心理类型

根据智力结 构的不同要素在科技创造

中的作用可以把科技创造类型分为发现型

与发明型
。

发现型科技人员的智力结构 中

的认识因素比操作因素作用 更大些
。

发 明

型科技人员的智力结构中认识 因素与操作

因素都重要
,

但创造性产物的出现是凭借

操作能力而实现
。

根据思维特点可分为古典 型 和 灵 活

型
。

古典型科技人员的特点是思维深刻
,

在本学科领域造诣较深
,

但思维 灵活性相

对不足
。

浪漫型科技工作者的特点是思维

灵活
,

善于想象
,

知识面广
。

古典型的人

成为专才的可能性较大
,

浪漫塑的人成为

通才的可能性较大
。

,
 

创造方法

创造方法对科技创造有重要作用
。

科

技工作者的创造方法要靠 自己在实践中去

探索
,

同时也要学习前人行之有效而带有

普通意义的创造方法
。

研究方法是有规律

可循的
。

现仅讨论 原型启发法与脑轰法
。

原型启发法所谓原型是起了启发作用

的事物
。

自然现象
、

日常用品
、

机器
、

示

意图
、

文字描述都可以作为原型
。

飞鸟启

发飞机的发明
,

木梳启发插秧机的发明
。

原型具有启发作用在于原型与所要创造的

东西有某些相似之处
,

通过联想
,

找到解

决问题的新方案
。

脑轰法是一种智力激励法
。

它是一组

人员以开会的方式
,

通过相互启发
,

把与

会人员对问题的主意集中起来 去 解 决问

题
。

脑轰法的会议讨论的原则是 % & 不

能批评别人的设想
,

防止阻碍创造性设想

的出现
。

% + & 自由发言
,

畅所欲言
。

% 1 &

主意要越多越好
,

以量求质
。

% − & 欢迎

综合与改进
。

% . & 合议的气氛
,

力求轻

松自由
。

% 2 & 要把所有人的意见都记录

下来
。

−
 

科技创造中的灵感

灵感是一种最佳的创造状态
,

是一种

最佳的创造性能力
。

它是创造 性 思 想 能

力
、

创造性想象能力与记忆能力巧妙结合

使问题获得迅速解决
。

灵感 只有下列特点
∃

% & 灵感是以

创造者长期的脑力劳动为前提
。

% + & 灵

感发生是 突发的
,

飞跃式的
。

% , & 灵感

是在良好和珍贵的精神状态下产生
。

% − &

灵感 出现前注意力曾经高度集中到解决的

问题 上
。

% . & 灵感引来伴随巨大的情绪

高涨状态
。

灵感在科技创造 中的作用 是 多 方 面

的
∃ % & 提供重要启示

,

重要思路或重

要线索
。

% + & 确定研究探索 的 具 体课

题
。

% , & 由于灵感出现了新的设想% − &



获使得研究的问题 成功
。

为了及时捕获灵感
,

需要 % & 长期

的劳动准备
。

% + & 兴趣与知识的准备
。

% 1 & 要有愉快的情绪状态
。

% − & 珍惜

最佳的时机与环境
。

% 乞& 摆离习惯性思

维程序的束缚
。

% 2 &随时随身带有笔和纸
。

五
、

科技创造群体心理

 

科技群体的心理相容

科技群体的心理相容是指科技群体的

各成员的信念
、

观点与理想的一致性
、

科技

群体的心理相容对科技创造有如下几种作

用
∃

% & 心理相容是科技群体团结的心

理基础
。

% + & 心理相容使科技群体成员

心境和睦友好
,

心理 气氛融合
。

% , &

进群体成员智力因素充分发挥
。

% − &

进群体成员非智力因素的充分发挥
。

%. &

使群体成员在科技创造过程中对彼此之间

的行动产生肯定性反映
,

使他们的步调一

致
。

不断提高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水平

是搞好科技群体心理相容的思想墓础
。

加

强对科技工作者的科学道德教育
,

提倡讲

团结
、

讲凤格
,

是搞好科技群体心理相容

的道德基础
。

按章办事
,

有章可循
,

赏罚

分明是搞好科技群体心理相容 的 组 织 墓

础
,

维持科技群体的心理平衡
,

是搞好科

技群体心理相容的心理基础
。

+
 

科技群体的智力流动

科技工作者智力流动的形 式 多 种 多

样
。

它包括科技工作者的智力由一个学科

向另一个学科
)
在不同学科领域发展创造

力 , 由一个研究单位走 向另一 个 研 究 单

位
,

在几个科教部门同时兼职
。

智力流动

的意义在于 % & 防止个体创造力衰退
。

%名 & 激发创造力
,

适当的智力流动使科

技工作者开阔眼界
,

活跃思想
、

提出创造

力水平
。

% , & 促进科技群体的创造力提

高
,

可能产生新的创造综合效应
。

因此
,

有组织
、

有领导地实行多种形式的智力流

动
,

对于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与

创造性
,

多出成果
、

快出成果具有重大意

义
。

,
 

竞赛与科技创造

竞赛心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中普遍存

在的心理现象
。

它对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

性与创造性有着重要作用
∃

% & 竞赛有

助于培养科技人员的个性心理品质
,

促使

人情绪饱满
,

锻炼人的意志
。

% + & 竞赛

能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效能
,

使感知感敏锐

准确
,

记忆状态良好
、

想象丰富
,

思维敏

捷灵活
,

操作能力提高
。

% , & 竞赛为科

技人员提供相互之间了解与交往的机会
,

促进相互间学习
。

% − & 集体间的竞赛能

够加强集体内部的团结
,

增强科技人员的

责任感与集体荣誉感
。

% . & 竞赛能促进

科技工作者工作质量和成果水平的提高
。

%2 & 竞赛有助于出人才
,

竞赛起着鉴别

人才
,

保持人才的作用
。

促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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