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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
从政治、社会、组织等角度说：创新是民族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1世纪的主题是创新
变革；创新是社会、企业、科技、学校、家庭的共同重任等。
从个人的角度说，21世纪是个人发挥创造性与创造性思维的时代。
从教育的角度说，创新教育是实际创造性开发的基础与根本保证。
    本书结合创造心理学与创新学的精华部分，并在新的高度上将两者加以综合。
本书共分12章。
第1章至第3章对创新与创造力的概念、理论基础、脑生理基础等内容进行概述。
在第4章至第7章中，介绍了创造性思维、发散与收敛性思维、创造动机的开发与培育，以及创新的障
碍及其克服。
第8章至第10章介绍了创新技法，其中包括头脑风暴法（第8章）、创新培育技法（第9章），以及运用
多种心理活动规律（潜思维、灵感、想象力等）激发创新的方法（第10章）。
最后两章为实例与领导者创造性测验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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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创新与创造力概述重点内容1.掌握创新与创造力概念内涵的区别与联系2.了解我国在创新与创新
教育认识上的误区1.1 创新与和创造力的含义1.1.1 创造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创造”定
义为“产生前所未有的事物”，这一定义不仅包括了精神领域，也包括了物质世界。
从中文词根源上看，“创”在《辞源》的义项上主要有戕、始、造、惩等意思，反映出来的主要倾向
是“破坏”和“开始”；“造”的义项主要有建设、始、制备等意思，反映出来的主要倾向是“构建
”和“成为”。
我们不难看出“创造”一词的原意应该是“破坏和建设相统一”。
因此，从语言学角度看，广义的创造是在破坏和突破旧事物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并产生新事物的一种
活动。
我国的《辞海》把创造界定为“首创前所未有的事物”。
1.1.2 创造性（creativity）源于拉丁文creare一词，creare意指创造、创建、生产和造就等。
但是，创新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教学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实践性
教学环节，加强实验教学是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关于创造性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精确的定义，不同的心理学家对“创造性”一词的理解和使用有
很大的差异。
有的强调创造的主观性，有的强调创造的目的性；有的侧重创造过程，有的侧重创造结果；有的从创
造的认知风格方面出发，有的从创造的动机人格因素入手；有的则采取数者兼顾的方式来界定创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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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新与创造力:开发与培育》是“经济与管理心理学丛书”之一。
由我社出版的“经济与管理心理学丛书”（共7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读者的喜爱，许多实务工
作者以它作为自我训练、自我提高的参考读本；不少高校选择其作为相关专业的基础课教材或素质教
育教材；而短期管理者培训班选用本套丛书的更多。
出版至今，丛书的累积印量已突破12尤册，并参加了全国优秀科普图书的评奖活动，获评辽宁省优秀
图书，其中5种还成功输出版权，将其影响扩大到了海外。
目前，丛书已陆续修订再版，相信会更为读者所需。
鉴于心理学现代社会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在我国，将心理学的科学原理运用到经济管理领域的实践
也越来越深入，为了满足社会实践对于理论指导的新要求，我们再次携手应用心理学专家俞文钊教授
及其他后起学者，又编写了“新编经济与管理心理学丛书”。
这套丛书以应用心理学专业教育为铺垫，以高等院校财经类在校生的宽口径素质教育为契机，以职业
经理人心理素质培训为平台，在激励理论与应用的方法、创新与创造力的开发与培育、领导者的管理
技巧与艺术、学习型组织的理论与实中实践等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阐释，立足于对实践中具体问题及
其解决方法的分析研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当今与未来社会竞争加剧，对于人的心理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本套丛书顺应形势、符合需要，一定会令广大读者开卷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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