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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一切辉煌成就的基本手段，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
力的关键。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实现科学发展、推动民族振兴的战略地位，2006年初颁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2008年，胡锦涛主席在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始终把培养造就
高素质人才作为根本大计，努力建设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归根到底有赖于各方面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活动。
”因而，培养或培训创新型人才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紧迫而长期的任务。
创造学作为一门旨在探索创造的机制、规律和方法，开发人的创造力的综合性学科，是培养创新人才
、开展创造教育的基本理论依据，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创造学引入我国已有20多年，创造教育在高等院校中得到了较大发展，创造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实
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在国内已形成系列创造学学派和学科分支。
国内许多高校纷纷开设创造学课程，2001年编者率先开设创造学和机械创新设计等系列课程。
2003年，安徽理工大学创造学教研室成立。
2005年，编者在多年的创造学教学和创新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创造学》（人民军医出版社）。
同时，在安徽省教育厅教学研究专项资金和安徽理工大学教学研究专项资金的资助下相继完成了“工
科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建立研究”、“创造学在专业课程中的应用研究”等课题的研究。
2008年，“工科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建立研究”获得了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编者在从教的10年里，不断尝试将创造学应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和培养的每一个环节中，取得了
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仅2006至20lO这5年间，所培养的本科生在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过程装备实践与创新大赛、中国智能机器人大赛等课外科
技竞赛中获得国际级奖励3项，国家级奖励15项，省级奖励40余项。
在总结上述理论教学、研究和创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着应用为主的目的，编著了《应用创造学》
。
任何理论研究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应用，创造学的理论研究也不例外。
创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改善创造环境，训练运用创造方法，开发人的创
造能力，产生创造成果。
《应用创造学》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如何将创造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创造性问题解决理论工具应用于
创造（新）活动的实践中，比较容易地取得创造成果而编著的。
本书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大量案例向读者介绍创造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创造性思维及其训练
、创造方法、创造力及其开发、创造发明的一般过程及模式、发明创造成果及其保护以及发明问题解
决理论（TRIZ理论）等内容，旨在消除读者对创造的神秘感，并使之懂得“创造力是人人皆有的自然
属性，只要通过科学的教育和训练，人的创造力是能够提高的”，“普通人也能从事发明创造”等。
为了便于查阅，本书还以附录的形式将T砌z理论的冲突解决问题矩阵表收录进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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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用创造学》以推广和应用创造学为第一要务，运用简单通俗的语言介绍有关创造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常用方法和工具。
全书共分七章，包括创造学概论、创造性思维及其训练、创造方法及其应用、创造力及其开发、发明
创造的过程及模式、发明创造成果及其保护、TRIZ理论。
　　《应用创造学》运用大量的案例来具体地说明创造性思维、方法和原理的应用，旨在消除读者对
创造的神秘感，并使之懂得“创造力是人人皆有的自然属性，只要通过科学的教育和训练，人的创造
力是能够提高的”，“普通人也能从事发明创造”。
同时，更希望读者能够通过《应用创造学》内容的学习和实践，开阔视野，获得思维的启发和创造的
技巧，充分发掘自身的创造潜能，并将其应用于自身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实践中，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
　　《应用创造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创造学教材和辅导读物，也可作为企事业
单位职工的培训或自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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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二、TRIZ流程图三、TPIZ的主要方法和工具四、TRIZ理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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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解决问题矩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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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创造性思维的障碍及其影响因素创造性思维障碍，是指在创造活动中受发明者自身主观条
件或外界客观条件的制约或影响而产生的心理性、认识性和习惯性等思维障碍。
这种障碍主要体现在人们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思维方式的某种趋向性、习惯性、局限性和否定性上，
而缺乏独创性、多样性、新颖性和灵活性。
因而，很多时候人们常常把创造性思维的这些障碍笼统地称为思维定势。
这种在常规思维中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思维定势，对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却是一种很大的障碍，它禁锢
了人的思想，抑制了思维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容易把人的思维限制在已有的模式或框框中，难以产生
飞跃或取得突破。
阻碍创造性思维发挥的因素有很多，如习惯性思维、书本定势、畏惧权威、从众心理、自卑心理、害
怕失败、经验主义、思维惰性、社会环境因素以及其他来自创造者个人性格品质的影响因素等。
二、创造性思维障碍的类别对于创造性思维的障碍，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获得不同的类别。
如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工程系主任爱德华·拉姆斯戴恩教授认为，对于工程技术人员而言，其创造性
思维存在七大障碍：①对创造性做出错误的假设，如认为自己没有创造性等；②相信只有一个正确的
答案；③孤立地考察问题，没有整体地、全面地看问题；④遵循规律，事实这些规律可能不存在或者
已不再有效；⑤逃避风险，害怕失败；⑥消极思想；⑦不喜欢从多种情况通盘考虑问题，没有注意那
些需要假设或从多个不同角度会出现矛盾的情况。
也有的学者将创造性思维障碍分为思维观念障碍、思维时空障碍和思维方式障碍。
如果按创造性思维障碍的来源进行分类，则可以把创造性思维的障碍划分成五大类，即心理性障碍、
认识性障碍、观念性障碍、个性品质性障碍和环境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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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用创造学》是创新工程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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