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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上海市向明中学承担的国家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培养学生高级思维能力，激发创造潜能
，进一步深化创造教育的综合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本书从当前学校开展创造教育的现状出发，从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出发，在总结经验和案例研究的基
础上，经过理性的思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按照时代的发展与要
求，承前启后、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开展创造教育的实践中，学校在深化教学改革，培养创造性人格，
造就创新型人才方面的新观点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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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高级思维能力与创造教育的理论研究　　第一章 创造教育绪论　　第一节 创造和创造性
的再认识　　数千年来，创造与人类文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息息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史。
　　一、创造和创造性　　“创造”和“创造性”是我们在研究创造问题时首先会遇到的两个关键性
概念。
相比之下，“创造”是一种特殊的活动或现象——一种最终产生与众不同成品的活动或现象，这种与
众不同的成品，可能是以前完全没有的，或者是在原有成品基础上的组合、改进，从而产生了与众不
同的形式和功能；而“创造性”（creativity）多是指这种创造活动或现象能否出现的个体的能力倾向
（aptitude）。
而“所谓的能力倾向，我们通常是指一个人学习做某些类型的事情的准备状态”。
换言之，“创造”主要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或者现象，而“创造性”则主要是考察人们能够从事创造活
动的能力倾向。
两者存在考察角度的差异，但是都与创造活动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二、创造和创造性研究的理论范式　　1．哲学思辨——实证研究形成的理论研究范式　　有关
创造和创造性的研究，是学术界的重大热点问题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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