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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造型教师：心理特征及成长历程》由九章组成：第一章，创造力的发展与促进，作为《创造
型教师：心理特征及成长历程》的开篇，论述了创造力在人一生中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特别是提出
了儿童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与教师的创造性教学密切联系的观点，从而提出了创造型教师的命题。
第二章，创造型教师的心理素质，首先界定行了论述，提供了鉴别创造型教师的心理测量工具。
第三章，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观，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观是创造型教师教学理念层面的问题，创造教育观
念的确立是成为创造型教师的基础，本章对教师创造教育观念的构成以及影响教师创造教育观念的因
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培养建议。
第四章，教师期望效应与学生创造力的发展，从教师期望的角度具体论述了教师对学生持一种什么样
的观点与期望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甚至影响到学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本章对教师期望的作用
途径、机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第五章，教师的创造动机，从创造的动机理论到教师创造动机的构成，全面分析了进行创造性教学的
内部动力。
第六章，教师的创造性教学行为，从教师创造性教学行为的构成，到创造性教学行为的测量进行了细
致的分析，并提供了相关测量工具。
第七章，教师的教学监控能力，从教师监控能力的概念、构成、评价方法、作用机制以及提高教学监
控能力的方法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教学监控能力在创造性教学中的基础意义。
第八章，创造性教学的组织气氛，从组织氛围的概念、构成及其作用机制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良好的
组织创新气氛有利于提高工作绩效，有利于创造性教学的进行和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第九章，创造型教师的成长历程，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揭示了创造型教师成长的四个阶段，结合各个阶
段的特点提出了促进创造型教师成长的内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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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
从事教育，做一名创造型教师，无论是对于奉献社会还是对实现自身价值和潜能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
在成就创造型教师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磨炼自己的心理素质，需要具备恰当的教育观念，理解学生创
造力发展规律，激发自己的创造冲动，对学生抱有良好的期望。
通过自己的创造行为创设合适的课堂与学校组织氛围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教师自己也在不断探索中
羽化成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创造型教师。
第一章 创造力的发展与促进生命犹如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而创造力正是这条小溪中一朵最美的浪花
，她时而激越，时而轻扬，时而跳跃激荡，时而流连徜徉；这是她自身生命与发展规律的展现，更是
与环境相互适应的结果。
在创造力的发展中，教师对学生的培养与要求、教师的创造性教学、教师指导下的创造性学习就是创
造力成长最温馨而安稳的河床。
第一节 创造力的发展一、创造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二、创造力发展的差异第二节 教育对创造力的促进
作用一、创造性学习二、创造性教学回到案例本章小结延伸阅读第二章 创造型教师的心理素质中国古
代曾将“天、地、君、亲、师”供奉一堂，使师者成为无所不知的人之楷模而备受尊崇。
创造型教师作为教师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要在灵魂深处不断地自我提升，需要具备一流的心理素质，
即在需要勇气的时候，能战胜自己的懦弱；在需要勤奋的时候，能战胜自己的懒惰；在需要宁静的时
候，能战胜自己的浮躁。
第一节 创造型教师的界定一、创造型教师的研究历史二、创造型教师的界定第二节 创造型教师心理
素质的现状及结构一、教师心理素质二、创造型教师心理素质的内涵三、创造型教师心理素质的研究
现状四、创造型教师心理素质的结构第三节 创造型教师心理素质的测量一、初测量表的研制二、正式
量表的研制第四节 创造型教师心理素质的状况及影响因素一、创造型教师心理素质的基本状况二、创
造型教师心理素质的影响因素回到案例本章小结延伸阅读附录1 创造型教师结构访谈提纲附录2 创造型
教师心理素质调查表第三章 教师的创造力培养观第四章 教师期望效应与学生创造力的发展第五章 教
师的创造动机第六章 教师的创造性教学行为第七章 教师的教学监控能力第八章 创造性教学的组织气
氛第九章 创造型教师的成长历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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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学校、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让他们较多地承担起自己筹划未来、自己选择和自我判断
的责任，教师或成人以平等的身份同他们一起评论社会现象以及是非善恶，培养学生全面的、立法型
的思维风格。
　　在教师期望效应中，教师对学生能力上的期望和支持有助于教师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方
面作出努力。
能力支持主要是指教师对学生参加班级事务或比赛活动的支持。
各项比赛和活动能够在多个方面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是平时的学习活动所不能给予的。
但是现在由于升学的压力，不少教师认为学生参加课外比赛会耽误其学习时间，有时会限制学生参加
类似活动。
而这些活动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是提高其能力、发展其个性的良好途径，教师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支持势
必削弱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长远发展。
　　（三）创造性人格　　人格因素是创造力的重要心理成分，在创造性教育教学中应重点培养学生
的创造动机和创造性个性特征。
奥苏伯尔指出，成就动机的第一组成部分就是认知内驱力，即要求了解和理解的需要、要求掌握知识
的需要以及系统地阐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需要。
这种内驱力指向学习任务本身，动机的奖励也是由学习本身提供的，因而是一种有利于创造力发展的
主要的内部动机。
斯腾伯格（Sternberg，R.J.，1996）的研究认为，忍受模糊的能力、克服障碍的意愿、成长的意愿、承
担风险的愿望和自信心是各个领域的创造性人才都必须具有的人格特征。
①　　在教师期望中，教师对学生的情感偏爱可以优化学生的创造性人格，教师作为学生生活中的重
要他人，对学生情感上的支持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信水平和抗挫折能力，而这些都是创造力发展所需要
的人格特征。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造型教师>>

编辑推荐

　　生命犹如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而创造力正是这条小溪中一朵最美的浪花。
　　教师的创造性教学、教师指导下的创造性学习就是创造成长最温馨而稳固的河床。
　　当这朵奇葩植根于学校教育这片广袤的土壤中时，便为学生的创造力发展播撒了希望的种子。
　　只有缔造出更具活力的教学行为，充满魅力的课堂教学才能造就卓越的创造天才。
　　一切奇迹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气氛中孕育生长，良好的组织气氛更是创造得以产生的温床，教师一
旦融入其中，定会激起他们进行创造性教学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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