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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思维科学丛书：创新思维学》是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王跃新教授建构、撰写的，体例全
新的一部专著，该书不仅科学地诠释了创新思维的概念、特征、原则、范畴等原理问题，而且还深入
浅出地、开拓性地探索论述了创新思维方法论的理论问题，力求揭示创新思维的发生、发展规律，以
利于创新主体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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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创新思维过程的非实体要素前提　　创新思维的非实体要素主要指概念、判断（命题）、推
理等。
创新思维的过程离不开概念、判断（命题）、推理这些前提。
　　（一）概念、命题的形成与物质作用过程　　“概念”一词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公
元前460-公元前370），中国先秦哲学家称其为“名”。
它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
任何概念都有它的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内涵是指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外延是指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那些客观事物，即概
念所涵盖的对象的范围。
　　人的认识，包括概念、判断、推论在内的思维形式，即属于人的理性认识形式。
真实地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是正确概念，没有反应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是错误概念。
概念提炼的正确与否，反映人在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是否统一。
如果主观正确反应了客观事物，并抓住了它的本质特征，就会得到正确的概念，否则就会得到错误的
概念。
这样概念本身就具有二重属性。
一方面，概念来源于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因此，它有客观性；但另一方面，概念毕竟是通过
人的思维形式总结出来的，因而又有其主观性的一面。
正确运用概念把握客观事物的过程，就是努力实现认识与对象、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
　　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概念有其稳定性的一面，也有其变动性的一面。
概念的稳定性表现在概念有其确定的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变动性要求在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
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要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使概念的内涵随时都反映事物的本质，并涵盖概念
包含的事物。
概念的稳定性和变动性带来了在处理事情时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没有确定性就会犯随意性的错误，没有灵活性，概念就会变的僵死而无生命，并导致教条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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