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提取方式与两种加工类型的协调程度之 间 的 重

整
。 “

分离
’

是目前看来比较可行的研究记 忆 的 方

法
,

但由于内隐记忆是一种自动产生无需有意提取

的心理活动
,

其本身便决定了研究的难度 和 复杂

性
,

正常被试的记忆系统完整无缺
,

即使在各种周

密的实脸控制下仍不能保证他们不采取有意回想策

略
,

被试已有的知识经验系统也会影 响实验的启动

效应
。

总之
,

怎样把各种干扰变里控制到 最 低 限

度
,

并确定出判断意识参与的严格标准
,

分离出
“

纯

净
”

的内隐记忆
,

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

记忆分离为

研究内隐记忆提供了方便
,

至于能否找到一种更合

理的研究方法及理论模型
,

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

(河南大学教育系 侯岩)

技术创造能力测验的结构分析
’

一一中
,

德跨文化研 究结果之一

导 言 技术创造能力测验的内部结构

自1 98 8年起
,

在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赞助下
,

中科院心理所与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教育 心理研究

所联合进行了一项中
。

德双方关于超智儿童 技 术创

造能力的跨文化心理研究
。

这一合作研 究 的 目 的

是
: 1

。

探讨不同文化中
“

技术创造力
”

因子结构的异

同 , 2
。

从一般能力水平和个性特点的角度考察如何

预期不同文化下技术创造力成就 , 3
.

分析总结技术

创造力的文化背景差异是怎样的
。

这一为期三年的

追踪研究要采用双边一致的测验材料
,

故我们合作

研究的结果之一是引进德方编制的技术创造能力测

验
。

本文对该测验进行介绍
。

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
,

创造力的表现受非认知

因素影响
,

涉及多种行为表现范畴
。

某位受试的创

造力在不同行为范畴里难以表现一致的能力水平
。

近来随着教育心理学和人才学的需要
,

对不同领域

的创造力研究有了飞速发展
。

特别是在西方科技进

步的国家里
,

对创造能力在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构成

与发展做了深入研究
,

所研究的这种能力被称为技

术创造力
。

我们相信
,

引入技术创造能力测验对我们科学

技术人材的早期发现和培养有一定实际意义 , 同时

对科技人才心理品质的深入探索颇有理论价值
。

.

本合作研究得到德国真尼黑大学教育心理研究 所 贺

莱(K
.

A
。

He n er) 教授和称恩 (E
.

H a n y )博示的指示与 帮

助
。

研究 经费得到大众(V W )汽车基金 会 的 赞助
。

赵俊

扭
、
田庆同志参与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纵观测量的全部内容
,

我们收集了四种类型的

数据1
.

被试的个人信息 , 如年龄
、

性别
、

国藉
、

智

力水平等
。

2
.

技术创造力中几个方面的数据 , 包括

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
、

用途测验
、

创造力构成等式

测验等
。

3
.

与技术创造力有关的个性变量 , 包括物

理理解
、

空间转换
、

求知欲问卷等
。

4
.

有关兴趣和

成就方面数据 , 包括对 自然科学技术兴趣和成就问

卷
。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
,

其中第2条
“

技术创造力几

个方面的数据
”

是用不同的材料测量受试多个 维 度

指标 , 它们分别是
:
聚合性思维

、

发散性思维
、

独

创性思维
、

精致性和灵活性思维
。

下面介绍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
、

用途测验
、

功

成等式测验
、

解决技术问题能力测验的详细情况
。

一
、

图形创造性思维浏验

这是一项非语言的创造性产品测验
,

给被试30

个不同图形
、

让被试构成A : B : C : D 式的类比
。

该测验的评判是根据G ul lfo r d 的标 准
,

有 产 生 性

(流畅性 )
、

灵活性
、

新颖性
、

精致性
,

另外聚 合性

思维也包括在内
,

得到七个分数
:

1
.

聚合性思维
:

产生所有类比总数与正 确 类

比数之 比率
。

2
.

产生性思维
:

正确类比总数
。

3
.

新颖性思维
:
正确类比图形中受试选 用 图

形的平均出现频率
。

4
。

精致性1 :
正确类比图形中受试类比的平均

复杂度
。

5
.

精致性2 :
正确类比图形中受试所用图形的

12 0



‘

甲均复杂度
。

6
。

灵活性1 :

所运用30 个图形的总值
。

若30 个
,

嗦部用过为 1
。

其它低于 1
。

7
。

灵活性2 :
正确类比的变化值

。

如无变化为
·

勺 , 全部变化为 1
。

本测验共有两题
,

每题测量时间为 6 分钟
,

分

人
、

B
、

C三种格式
。

均由计算机评分
。

二
、

用途测验

用途测验又称实际创造力侧验
,

是 出 自G u i卜
‘

fo rd( 1 , 67年)用语言作为手段评估儿童创造性思维

的一种测验
。

具体手段是采用Fa c a O va( 19 8 5) 一项

对工程师的研究方法
。

德国学者在用于鉴别超智 儿

童之前 已作了儿千儿童的预试
,

有了计算机评判标

准
。

它是给受试一 日常生活用品名称
,

要录受试尽
·

可能多地想出每一物品不常见的各种用途
。

得到六

种不同思维指标
:

1
。

聚合性思维
:

所有可接受的数目除以 受试

给出数目之比值
。

2
.

流畅性或产生性思维
:

所 有 可 接 受 的 数

月
.

名
.

变通性1 :

给出答案中大范围的数目
。

4
.

变通性2 :

给出答案中小范围的数目
。

石
。

变通性3 :

给出答案中大范围的变化率
。

唱
.

变通性4 :

给出答案中小范围的变化率
。

三
、

构成等式刹验

这是一数学创造力测验
,

是第一次用于中德双

他侧盆
。

使用前在德方做过一些预试
。

每题呈现给
·

里试六个已安排好顺序的数目字
,

让受 试 尽 可 能
、

多
、

尽可能复杂地构成致学等式
。

受 试 可 用 加
、

戚
、

系
、

除四种基本运算和括号
,

给出的等式必须

包含等号且数字正确
。

它是按照Fac ae va( l9 8 5) 评

列方法
,

属联想和产生性任务范礴
。

由此得到数创

遭思维的六项指标
:

1
。

聚合性思维
:
所有正确的等式数与受 试 给

曲等式数之比值
。

2
。

产生性思维
.

所有正确的等式数目
。

3
。

变通性思维1 ,

第二个正确等式中所用的第

一个正确等式参童数目除以第二个正确 等式 参 妞

徽 ( 0 为全新
, 1 为全旧 )

。

4
.

变通性思维2 :

所有正确等式参 t 数目全部

月过为 1 ,
否则小于 1

。

石.

精致性思维
:

每一等式受试所用的参 t 数

目除以所有参t 数目
。

6
。

新颖性思维
:

等式各参盈所运用的相 对 扳

率平均值
。

四
、

解决技术问魔能力洲验

这是联邦德国
“

Ma n n h ei m 解决物理和技术 问

题测验
”

的复本
,

它已是标准化侧验
,

且做过 10
,

OQ O

名被试
。

这是来自物理和技术方面的15 道多重选择

题
,

要求受试 6 分钟 完 成15 题
。

它 分A
、

B
、

C三

种格式
。

讨论与小结

1
.

研究超常或超智儿童发展的 目的是探 讨 儿

童成材的可能
。

早在五十年代
,

超常儿童研究的先

驱者
‘

r er m a n L
.

M
.

就曾说过
: “

我们知道
,

智力

与成就远不是完全相关
。

找出那些帮助或阻碍特殊

才能充分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

并测羞这些因素

的大小
,

肯定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
。 ”

近来
,

随着人们对创造力研究的深入
,

提出了应用创造力

(Pr a et ie a l Cr e a tiv it y )的概念
。

我们尝试做了 技

术创造力的测验
。

我们认为这样的测量在鉴别数理

超常儿童方面颇有益处
。

事实上
,
还有可能从其它

领域范畴(如音乐感受
、

语言理解
、

书法绘画等 )编

撰创造能力测量
,

以筛选各种类型超智儿童
。

这对

我们早发现人材的教育方针是有积极作用的
。

2
.

通过对学龄儿童技术创造力测验在中 国为

期三年的实施应用
,

我们认为各亚测验项 目的稳定

性较强
。

从内容效度分析看
,

技术创造力测验中图

形创造性思维测验准确地把握了受试的图形类比能

力
,

且客观地得到了各自相对独立的聚合性
、

发散

性
、

独创性
、

精致性和灵活性思维指标
,

从而可以

详细分析受试的思维特征
。

而构成等式测脸完全利

用数字和运算符号
,

这一属联想和产生性任务考察

了受试在数学应用过程中各种思维指标
,

对鉴别数

学超常儿童将有良好作用
。

3
。

这次中
.

德双边儿童心理研究我们选择技术

创造力作为测盆内容的原因之一
,

是尽t 运用非文

学侧脸以避免文化差异的影响
。

然而
,

从这三年的

追踪研究我们发现
,

本测 t 很难完全遴 免 文 化协

响
。

在计算机评判程序上仍甜做一定校正
。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周林 施趁农

查子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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