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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是普通思维，还是跳跃性思维，其运转都需要以认知作为前提和归宿，同时还需要在此前提下被
内、外环境所激活，其启动与运转之力量也都需要被内、外环境所激活、维持和增强。
而认知的主要方式和基础方式是比较思维，引出激活要素的重要方式是灵感促生的联想和想象思维，
维持和增强思维力的要素是感情力量，感情产生的主要方式是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与交流。
    本书经过开拓性研究，拟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述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跳跃性思维是跨越若干思维
区域的思维，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自然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的重要手段。
长期对学生实行“思维临近区”和“思维远距区”的开发与利用训练，可以使学生形成敏捷的跳跃性
思维意识，产生较快速的跳跃性思维行动。
所以，研究如何有效地开展学生“思维临近区”和“思维远距区”的开发与利用是研究学生跳跃性思
维激活(引启)和运行的重要前提。
    第二，比较思维训练可以培养学生有效地注意、联系、鉴别、判断事物并由此推理和进一步有效认
知主客观世界，顺利开展创造性劳动，促进人与人之间更加有效地交流与进步。
所以，比较思维是一切思维(包括跳跃性思维)的基础，因而它也是一切认知的基础。
自然，比较思维能力的提高能极其有效地提高跳跃性思维能力。
所以，研究比较思维的内涵及其生成和运行规律，是研究学生跳跃性思维激活和运转最为基础的前提
条件。
    第三，感情是人类联系外在世界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意志决定了这种纽带和桥梁的强度和韧性，所
以它们决定着人与外界的关系及由此带来的双方的存在状态。
所以，感情和意志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源泉和支撑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活动的开展及其
结果。
因此，良性的课堂感情尤其是其中的情绪、情感和坚强意志的激发与维持，自然就是学生跳跃性思维
有效激活和运转的重要支撑条件。
所以，研究如何激发和维持课堂正面的情绪、情感和坚强的意志，是研究学生跳跃性思维力激活、维
持和增强的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第四，课堂教学效果主要在师生良性互动中获取，师生良性互动主要在良好的情绪和情感氛围中开
展，同时，良好的情绪和情感氛围更靠良好的情绪和情感加以保持和加强。
所以，加强师生良性互动，激活、维持和增强学生的跳跃性思维力，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持续有效
地参与课堂教学，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途径。
因此，研究提高师生互动效果，也是研究学生跳跃性思维激活和持续有效运转极为重要的另一项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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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流体智力能够衡量一个人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而与之相对的晶体智力则体现了获取
知识和经验的水平，比如词汇量、语言能力和计算能力。
　　知觉就是事物被生命感知。
除非感知不到，知觉一般是自然产生的。
一个小孩第一次看到狗，就会默默地注视它，第二次看到它，虽然可能不知道它叫“狗”，但是这时
却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
这种感知是不需要大人教的，但是，对物品的名称则必须经别人教才能知道。
最明显的例子是小孩学说话，到了发声学说话的年龄，大人只需要教小孩说“爸爸”“妈妈”或“狗
狗”，他就能一一对应产生感知和记忆。
　　感知是器官的一种本能，并且个人对同一物体的感知也是与当时的很多因素有关的。
比如一个狐臭气味很大的人，其他人闻了作呕，他的爱人则可能恰恰相反，说不定没有这种气味还睡
不着；饥饿时吃到的野菜其味道是那么的好，富有时再吃却难以下咽；读一篇感人的文章，第一次可
以使你热泪盈眶，但多读几遍可能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儿时对某种动物或植物的反感，一直可
以影响到终生，甚至有人对某种东西还有可能终生产生恐惧感。
因此，感知是感觉器官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直接投影在大脑中。
　　感觉是感到物体的存在，感知是鉴别现在感觉到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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