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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目的与方法

人
、

心理活动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

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与萝他心理活动是 相 互 联

系
、

相互制约的
。

理智感是人在智力活动中厂
‘

生的情绪体验
。

它与人的创造活动密切联

系
。

求知欢
、

好奇心
、 ‘

环疑惑
、

自信感 享都是理智感灼不同表现形
一

吮
。

科学 五作者在科

学创造过程中产生理智感
,

同时理智感对科学创造活 动起着谊要
, ‘

一 ’

推功作用
。

本研究 旨在从定量角度探讨创造性思维与理智感 求知欲
、

好奇心
、

怀疑感
、

日信

感 的相互关系
,

即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与理智感发展水平内 相关 青年时代
、

中年时

代
、

老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应与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理智感发展

水 平的相关
、

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理智感发展水平的影响和理智感发展水平对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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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与青年时代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的相关达到了

非常显著性水平
,

中年时代的创造性 厚维发展水平与中年时代 狗怀疑感的发展水平的相

关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老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与老年时代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

的相关达到了
’

非常显著性水平
。 。
少兄明下同时期的创造性 忍维发展水平与怀疑感发展水

平的相关 密切
,

即 下同时期的创造性 巴
、

维发展水平与怀疑感的发展水平有密切的 内劝联

系
。

、

青年时代的创造性 害
、

维发展水平与青年时代的自信感发展水平的相关达到 了显

著性水平
,

中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与青年时代的自信感的发展水平的相关达到

了非常显著 性水平
,

老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友展水平与老年时代的白信感的发展水平 的

相关达到了非常显著 性水平
。

这说明不 同时期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与自信感发展水平

的相关密切
,

即不 同时期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与怀疑感发展水平有 密 切 的 内 在 联

系
。

由此 可见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的创造 性思维发展

水平与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的求知欲
、

好奇心
、

怀疑感
、

自信感发展水平的

相关密切
,

二者存在直线线性关系
。

二 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理智感发展水平的影啊

我们把创造 性思维发展水平又分与 分作为一 组
,

分与 分作为一 组
。

创造性思

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理智感发展水平的均数同创造性 忍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

的理智感发展水平的均数的 考验结果均见表
。

从表 可 以看出
、

青年时代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 的求知欲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求知欲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了非常显著性水平
。

中

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求知欲发展水平分数 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求知欲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上达到了极其显著性水平
。

老年时代的创

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求知欲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求知

欲发展水平分数 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了极其显著 性水平
。 。鱼说明青年时代的创

造性思维发展水 平对青年时代的求知欲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中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

发展水平对中年时代的求知欲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 老年时代的创造 性巳维发展水平对

老年时代的求知欲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

、

青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好奇心的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高,
子 分与 分组的好奇心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接近显著性水平
。

中

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 与 分组的好奇心的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 与

分组的好奇心发展水平分数 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老年时代

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好奇心的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

的好奇心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这说 明青年时代

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青年时代的好奇心的发展水平有一定影响
。

中年时代的创造性

思维发展水平对中年时代的好奇心的发展水平有一定影响
。

老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

水平对老年时代的好奇心的发展水平有一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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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 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高于 分与 分组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的分数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接近显著性水平
。

中

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 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怀疑感 的发展水平的分数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老年时

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 与 分组 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

组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的分数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这说明青年

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青年时代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 中年时代的

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中年时代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 老年时代的创造性

思维发展水平对老年时代的怀疑感的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

、

青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自信感的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漓, 于 分与 分组的 自信感的发展水平的分数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了显 著 性 水

平
。

中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自信感的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 自信感的发展水平的分数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了极其显 著 性 水

平
。

老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 分 与 分组的自信感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 自信感的发展水平的分数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 了特别显著性水平
。

这说明青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青年时代的自信感的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 中

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中年时代的 自信感的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 老年时代的

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老年时代自信感的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

三 理智感发展水平对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的影响

我们把理智感发展水平 分与 分的作为一组
,

分与 分的作为一组
。

理智感发

展水平 分 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同理智感发展水平 分 与 分组

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的 考验结果均见表
。

由表 可看出
、

老年时代求知欲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创造 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了特别显著的水

平
,

说明老年时代的求知欲发展水平对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

、

青年时代的好奇心的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

干 分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 了显著性水平
。

中年时代的好奇心发展水平 分
一

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干 分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接近显著性水平
。

老年时代

的好奇心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

创造性思维 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 上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这说 明青年时

代的好奇心的发展水平对青年时代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

中年时代的好奇

心的发展水平对中年时代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

老年时代的好奇心的发展

水平对老年时代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

、

青年时代的怀疑感发展水平 分 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中年

时代的怀疑感发展水平 分 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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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老年时代的

怀疑感 发展水平 分 与 分组的创 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创

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了极其显著性水平
。

这说明青年时

代的怀疑感发展水平对青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

中年时代的怀疑

感发展水平对中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有重要影响
。

老年时代的怀疑感对老年时

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

、

青年时代的 自信感发展水平 分 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

于 分 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没有达到 显 著 水

平
。

老年时代的自信感发展水平 分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高于

分与 分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数的均数
,

在统计学考验上达到了非常显 著 性 水

平
。

这说明青年时代的 自信感的发展水平对青年时代的创造性 思维的发展水平有一定的

影响
。

老年时代的 自信感发展水平对老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

科学发现往往开始于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
。

巴甫洛夫对司空见惯的狗流唾液感

到好奇
,

经过长期探索
,

发现了条件反射的规律
,

创立了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
。

好奇心

是利
一

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

英国著 名科学家贝弗里奇说 也许
,

对于研究人员

来说
,

最基本的两个品格是对科学的热爱和难以满足的好奇心
。

爱因斯坦说 我们思想

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常常来源于好奇心
。

好奇心 在科学创造中也很重要
,

它是科学工作者深入探索的心理推动力
。

人们在对

事物感到惊奇的时候
,

往往是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进发的时候
。

哥 白尼曾经说 不

可思议的情感的高潮和鼓舞
,

才发现 日心说
。

哥 白尼这种情感是在观察奇妙天体的时候

体验到的
。

在科学史上
,

对于一般人看来平淡无味的事物发生了惊奇感
,

从而导致重大

发现
,

是屡见不鲜的
。

怀疑感是深入探索科学的向导
。

它可使科学工作者获得新的正确的认识
。

科学研究

提倡置疑
,

这对于促进科学创造非常有益
。

我国古代学者就很重视学问上的 置 疑
。

古

人 “
疑者觉悟之机也

,

一番觉悟
,

一番长进
。 ”

小疑则小进
,

大疑则大进
。

我国杰出

科学家李四光敢于怀疑所谓传统权威理论
“中国无油说” ,

并提出自己的理论
。

李四光

的中国有油说
,

已为大庆等油田所证实
。

我们现在开展学术争鸣
,

同行评议
,

论文答辩

等都是置疑的不同形式
。

自信感是确信某一事物或某一见解的正确性的情感
。

科学工作者的自信感
,

划立在

坚持真理
、

修正错误的基础上
。

它是科学工作者极为宝贵的心理品质
,

是衡量科学工作

者科研道德 的重要标尺
。

自信感是鼓舞科学工作者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力量
。

年轻 的科

学工作者更要注意培养坚持真理的精神
。

科学史上
,

有的科学家为捍卫科学真理而英 勇

献身
。

科学工作者要尊重事实
,

坚持真理
。

科学 既不迷信权威
,

也不崇拜偶象
。

我国著

名学者马寅初提出的 《新人口论 》遭到围攻
,

但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
,

因此充满

着 自信感
。

三
、

总 结

一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青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别与青年时代的求知



欲
、

好奇心
、

怀疑感
、

自信感发展水平相关显著
。

中年时代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分别

与中年时代的求知欲
、

好奇心
、

怀疑感
、

自信感发展水平相关显著
。

老年时代的创造性

思维发展水平分别与老年时代的求知欲
、

好奇心
、

怀疑感
、

自信感发 展 水 平 相 关 显

著
。

二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青年时代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较高组比较低组 的 求 知

欲
、

好奇心
、

怀疑感
、

自信感的发展水平都高
,

好奇心
、

怀疑感的发展水平的差异接近

显著性水平 , 求知欲
、

自信感发展水平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年时代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较高组比较低组的求知欲
、

好奇心
、

怀疑感
、

自信感的发

展水平都高
,

好奇心
、

怀疑感发展水平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求知欲
、

自信感发

展水平的差异达到了极其显著性水平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老年时代创造性思维发展水

平较高组 比较低组的求知欲
、

好奇心
、

怀疑感
、

自信感的发展水平都高
,

好奇心发展水

平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

怀疑感的发展水平差异接近显著性水平
,

求知欲
、

自信

感发展水平的差异达到了特别显著性水平
。

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对理智感的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

三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老年时代的求知欲发展水平较高组比较低组的创造性思

维发展水平高
。

他们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的好奇心 发展水平较高组 比较低组

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都高
。

他们青年时代
、

中年时代
、

老年时代的怀疑感发展水平较

高组比较低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都高
。

他们青年时代
、

老年时代的 自信感发展水平

较高组比较低组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平水都高
。

理智感的发展水平对创造性思维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

上接页 征的范畴的
。

其实
,

这种印象的产生并不是 由于实质上的冲突
,

而宁

可认为是由于日常用语上的不够确切所致
。

实际情况是
,

构成个性的心理特征的动机和

能力
,

是指的一个人的具有某些特点的动机 的体系或整体以及一个人一般的能力发展的

特点
,

它们是从一个人所从事的所有的活动的动机和能力中抽 出来的某些固定的方面或

因素
,

而这里说的则是在具体的活动过程中
,

发动一个人从事某一活动或保证某一活动

实现 的具体的心理活动的过程
。

这种具休 的调节 活动进行 的心理活动
,

由于其本身的复

合的和动力的性质
,

所以就是一种心理状态
。

而作为个性心理特征的动机和能 力 的 特

点
,

则是从它们 中间抽象出来的东西
。

因此
,

两者虽然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

却又
一

有着

性质上的差异
。

而 由于性质上的这种差异
,

就需要用不同的概念来加以标示
。

对以 上几个问题的回答
,

说明有充分的根据把动机与完全活动的能力当做 两种 中重

大意义 的主要的心理状态
,

看成是由心理过程的变化到个性心理特征形成和发展的有间

过渡环节
。

这样
,

我们就可以更加具体深入地理解个性心理特征形成的途径和 实 际 过

程
,

更加有效地进行培养和改变个性的工作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