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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化的源泉”。
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活动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上发挥着巨大乃至核心作用，从四大发明到宇航飞船，从马
列主义到一国两制，都凝结与折射出创造智慧与创造实践的光芒，可以说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本质
上就是一部发明创造的历史。
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蓬勃兴起，并获得了迅猛的
发展，形成了涵括创造动机、创造人格、创造环境、创造过程、创造技法以及创造教育等领域的、相
对系统的知识结构与学科体系。
学科知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学科实践的繁荣，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进一步奠定与促进了创造知识
与创造实践在社会发展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核心地位。
中华民族是富于创新精神与创造传统的民族，但受传统文化与教育体系的影响，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
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今日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变革与大发展时代，在面临民族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知识经济
兴起、经济全球化、技术壁垒化等环境变化的重大挑战，只有大力推进教育体系改革、加强国民创新
和创造素质的教育，加速创新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才能实现我国社会与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
展，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笔者从事高校教育工作逾：30年,深刻体会传统教育体系相对的弊端与不足以及发展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紧迫性。
21世纪是崭新的创造世纪，个人的创新、创造素质与能力已经成为新世纪人才的基本特征与必然要求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维创新与创造力开发>>

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思维概述思维定势展开创新思维8种类型,以及创造力的培养和创造精神的树立,并附有智力之
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维创新与创造力开发>>

作者简介

周耀烈，教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管理分院执行院长，硕士生导师，兼任宁波市职业经理人协会
副会长，浙江省创造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创造学会副会长。
周耀烈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管理创新、生产管理与营销管理。
他曾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和省、部、市级科研项目数十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多篇，且多次被中
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及一些重要刊物转载，经国家专利局授权认定的发明成果4种，获中国创造
学会“创造成就奖”1项。
他的论文《两步评分法》创造了价值工程评分的新方法，使得定量评分的误差从25%降低到5%左右，
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重视并被多家报纸和学术刊物转引。
在教学方面，周耀烈教授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先后主讲过“现代管理基础”、“生产管理”、“工程经济与管理”、“国际技术贸易”、“创造
理论与应用”等课程，独立编写或组织编写出版了《现代企业管理学》、《创造理论与应用》、《思
维之窗》等7本管理类书籍。
此外，他还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主持了多项省、市、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创造理论与应用》获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优秀奖，《现代管理基础》一书于2006年12
月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和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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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创造学一、创造学概念创造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创造发明活动规律的科学。
也就是说，创造学所要研究的不是创造成果本身，也不是要对创造成果的水平及其应用价值作出评价
；而是要研究人们怎样才能通过创造活动取得创造成果，要寻求隐藏在人们各种创造活动中的规律。
而这种规律，首先是思维活动的规律，而不是自然科学规律或者技术发展规律。
具体地说，创造学就是探索、寻求、总结创造者之所以能取得创造成果的具体思维过程和方法，以便
找出创造性思维的规律和从事创造的技巧、方法的一门学科。
二、创造学研究内容创造学的根本任务是要开发人们的创造力。
共研究内容包括：创造主体、创造过程、创造环境、创造性思维、创造技法、创造教育与创造力开发
等多方面。
其中：创造主体、创造过程与机制、创造环境构成创造研究主体对象，且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1.创造主体创造的主体是人，对创造主体的研究就是对从事创造活动所须具备必要的个体或群体素质
的研究。
创造者需要什么样的人格和心理品质才更有利于创造，一个创造者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创造性人格以
及如何克服创造过程中会出现的种种心理和认知障碍等，都是创造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些问题是心理学、创造学的专家们正在研究的，如创造力结构，创造性人格特征，等等。
而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在平时的创造活动中就会遇到并需要解决的，例如：如何克服种种心理障碍、思
维定势，如何树立创新意识、发扬创造精神，等等。
2.创造过程创造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过程。
解决一般问题的思维程序，通常要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过程。
但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与一般性地解决问题，是有质的区别的。
人们在解决一般问题时，可以用已有知识，用常规的方法，最后得出已有的结论并没有产生新的东西
，即并不具有新颖性。
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则不同，它不是运用已有的经验、模仿已有的方法，重复已有的结论，而是在原
有的结论和方法上有了新的独创，或者在思路的选择上、或思考的技巧上、或思维的结论上，具有新
颖性，有新的见解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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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维创新与创造力开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
，并且是知识化的源泉”。
只有大力推进教育体系改革、加强国民创新和创造素质的教育，加速刨新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才能
实现我国社会与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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