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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我 国政府不 断呼吁科技创新 ，
世界五百强企业持续渴求创新人才 。

这些都表明
，
创造力是 当 前社会亟须 的 关键能力 。 然 而

，
如果我们认为创造

力 无法通过学 习 获得 ， 我们 又如何满足社会对创造力 的 需求呢 ？ 在本文 中 ，

我们对最新的科学研究进行概述 ， 并基于研究证据指 出 ： 个体 （ 即使是早期儿

童 ） 的创造力 可以通过
一定手段得到培育和发展。 首先 ， 我们指 出

， 普通人和

家长经常错误地认为创造力是
一种天赋且无法改变 。 然 而 ，

大量的研究证据

表明 ， 个体其 实 可以通过学 习 有效地发展创造力 。 其次 ， 我们 回顾 了 当 前关

于 ０
￣

３ 岁 幼儿的 实证研究 ，
发现即使是低龄幼儿 ，

也可以通过发散思维及创

造性工具使用行为 等形式表现 出 创造力 。 最后 ， 我们基于既往研究证据制 定

了
一份行动清单 ，

以期指导家长及其他教 （ 养 ） 育者如何在 家 中 、 学校和游戏

场地及时发现孩子表现 出 来的创造力 ， 并提供相应 的 支持 ，

以 更好地发展孩

子的创造力 。 这些基于研究证据的 育儿 实践可以 为更好地培育未来的创新人

才打下 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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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一

、 前言

她那个时候还很小 ， 够不到开关 。 有一次 ，
她拿 了

一把扫把 ， 抓着扫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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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然后用扫把上面的杆去敲开关 ，

一下 、 两下最后把灯关 了 。

位妈妈分享 ３ 岁女儿如何创造性地解决生活小 问题

创造力是近几十年的研宄热点 。 研究者普遍认为 ， 创造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
一

个关键特征 ， 促进了人类文 明 的诞生及发展 。

［
１

］ 此外 ， 从微观 、 个体的角度 出发 ， 创造力

也可 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 日 常生活中 的 问题 、 适应社会及环境的变化 以及体验生活中 的

美感 。

［

２
］ ［

３
］ 鉴于这些原 因 ， 尤其在当下这个变化与挑战不断涌现的社会环境下 ， 创造力毋

庸置疑地被看作个体和组织竞争力 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４

］ ［
５

］ ［

６
］

， 并成为全球各 国教育系统的

重要培养 目标 。

［
７

］ ［

８
］

然而 ， 批评及顾虑 的声音仍然广泛存在 。 在当前强调个体学业成就及标准化测验的学

校教育 中 ， 儿童往往缺乏时间和空 间发展创造力 。

［

９
］

这种情况下 ， 作为补救措施 ， 尤其考

虑到家长作为个体往往难 以撼动 当前学校教育 的组织及供给模式 ， 家长可 以更多地在家

中创造空 间和机会发展儿童 的创造力 。 当前研究表 明 ， 从 １ 岁 开始 ， 儿童就可 以进行发

散思维 ； 同时 ， 他们 的发散思维水平和家长 的发散思维水平呈正相关 。

［
１ °

］ 鉴于发散思维

是创造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些研究结果在
一

定程度上指 出 ， 家长可 以也应该尽早支持

孩子发展创造力 。 Ｈ ｏ ｉｃｋａ 及 同事认为 ， 幼儿 的神经发展可塑性最高 ， 因此对其创造力进

行干预会对孩子
一

生 的发展产生长远 的积极影响 。 然而 ， 在实施这种补救措施时 ， 家长

面对 的
一

个首要挑战是 ， 如何及时识别孩子表现 出来 的创造力 ， 以在此基础上提供合适

的支持 。 以往研宄证据显示 ， 普通人 （包括家长 ） 对于创造力 的看法通常较为局限 ， 如将

创造力单
一

地与艺术活动 （ 如绘画 、 舞蹈等 ） 挂钩 ， 或者认为只有表现出 智力水平较高的

孩子创造力才高 。

［
１ １

］

家长对于创造力 的这些局 限性看法容 易令他们
一

叶障 目 ， 无法及时

捕捉孩子表现出来的创造力 ， 错失培养 良机 。

因此 ， 本文首先讨论家长对创造力 的
一

些 固有看法 ， 同时基于文献讨论中研宄者对创

造力 的最新理解和解释 。 其次 ， 结合最新研究 ， 本文将详细描述和解释创造力在儿童早期

的具体表现形式 ， 以便家长在 日 常生活中更好地识别和捕捉孩子的创造时刻 。 最后 ， 我们

会重点介绍家长在 日 常生活 中可 以采取的策略 ， 以帮助孩子更好地发展创造力 。

二
、 什 么是创造力

“

创造力
”

这
一

概念在 中西方文化 中都具有悠远 的历史 。

［
１ ２

］ 然而 ， 直到 Ｇｕ ｉ ｌｆｏｒｄ 当选

美 国心理学会主席 ， 并在其就职演讲中 呼吁研宄者关注创造力在个体中 的发展及其影响 因

素之后 ， 现代科学对创造力 的研宄才蓬勃发展 。 创造力科学研宄之所 以稍显滞后性 ， 很

重要 的
一

个原 因在于 ， 长期 以来人们将创造力看作天赋异禀 ， 是天生 的 、 固定 的
一

种能

力 。

［

１ ３
］ ［

１ ４
］

因而 ， 历史上对于创造力 的讨论大多聚焦于为数不多 的天才或历史文化名人 。 然

而 ， 现代科学研究指 出 ， 创造力并非
“

天才专属
”

， 而是存在于每
一

个个体之中 。

［
１ ５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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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经过训练的厨师做 出
一

道人人喜欢的新菜 ，

一

个居家的妈妈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发 明 了

一

个新游戏 ，

一

个想提高写作业效率的小学生单手抓握双笔来完成抄写作业… …这些帮助

我们解决生活 问题或
“

烦恼
”

的小妙思 ， 其实也是个体创造力 的表现 ， 可 以称作
“

日 常创

造力
”

（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ｃｒｅａｔｉｖ ｉｔｙ ）

［

１ ６
］

或
“

小创造力
”

（ ｌ ｉ ｔｔｌ ｅ
－

ｃｃｒｅａｔｉｖ ｉｔｙ ） 。

［

１ ７
］

研宄证据表 明 ， 个

体的 日 常创造力可 以通过学 习或者训练得到短期或长期 的提升和发展 。

［

１ ８
］

例如
，
最为人熟

知 的脑力激荡法 （ ｂｒａｉｎｓ ｔｏｒｍ ｉｎｇ ）可以有效支持个体跳出 思维定式 ， 从而提出新颖的想法 。

［

１ ９
］

即使针对学前幼儿 （ ４
？

６ 岁 ） ， 当前也有大量研究证 明 ， 采用故事写作 、 戏剧表演 、 绘画

创作等精心设计的活动 ， 可 以有效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

［

２ °
］ ［

２ １
］ ［

２ ２
］

除 了将创造力视作天赋 ， 最为公众所知但非常值得商榷 的
一

个刻板印象 ， 是将创造力

等同于艺术 ， 将艺术创作者标签化为创造性个体 。

［
２ ３

］

同时 ， 伴随这个刻板印象 以及历史上

流传的关于艺术创作者的逸闻 （ 如梵高割下耳朵送好友的故事 ） ， 人们也常常认为创造力是

一

种
“

特殊的才能
”

， 与个体的精神性行为或其他功能性障碍 （如 自 闭症 ） 紧密相关 。 这些

看法的 问题在于 ， 首先 ， 即使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创作需要创作者在某
一

个时刻的顿悟和
“

灵

机
一

动
”

， 不可忽略的是 ， 所有艺术活动的标配是前期及创作当下的重复性练习 。 其次 ， 当

前 的研宄证据并不能充分说 明创造力与精神性疾病或其他功能性障碍之间存在直接 的联

系 。

［

２４
］ ［

２ ５
］

相反 ， 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 ， 在开展创造性活动时 ， 个体是否使用有效的认知策

略与其能否产生创造性想法息息相关 。 例如 ， 当个体想象
一

个 日 常物品 的非常规用

途时 （如
“

牙刷有什么不常见的 、 新颖 的用途
”

） ， 如果他们能够尝试将
“

牙刷
”

这个物 品

进行拆解 （将刷毛和刷杆分开 ） 或变形 （将刷杆折弯 ） ， 他们就更容易打破 自 己对牙刷 的 固

有思维 ， 联想到不寻常的用途 （ 如
“

将刷毛当作洋娃娃的睫毛
”

或
“

将刷杆当作老 鼠 的尾

巴
”

） 。 使用这些认知策略涉及个体调用 自 身 自 上而下 的认知功能 ， 这往往是患有精神性疾

病或其他功能性障碍个体难以完成的任务 。

［

２ ９
］

这
一

证据也侧面说 明创造力无法来源于精神

性疾病或功能性障碍 。 此外 ， 家长和教师对创造力 的其他 固有看法表现在 ， 他们倾 向于

认为只有
“

表现 出 智力水平较高
”

的孩子才具备创造力 ， 且更喜欢从个性特点 出发来判断

一

个孩子是否具有创造力 ， 如
“

具有好奇心
” “

更喜欢 冒 险
” “

兴趣广泛
”

等 ， 而较少关

注儿童的创造性认知过程 。

［
３ °

］ ［

３ １
］

囿于这些刻板印象 ， 家长往往容易忽视或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 但不

可否认的是 ， 将创造力看作个体稳定 的特质 以及关注个体创造的最终产品也是创造力前期

科学研究的关键局 限之
一

。 许多之前的文献将创造力定义为个体创造或产生新颖 （或独创 ）

并且有效 （或有价值、 有意义 ） 的概念性想法或实体产品 的能力 。

［
３ ２

］

从创造性个体和产 品

出发 ， 前期研宄广泛关注创造力 的个体差异 ， 回答为什么某些个体会 比其他个体更具创造

力 。 其中 ， 很重要的
一

条研宄线是挖掘创造性个体之中共同 的人格特点 。 例如 ， 研宄表明 ，

创造性个体普遍对新鲜事物持开放态度 （ ｏｐ ｅｎｎｅ ｓ ｓ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
３ ３

］ ［
３ ４

］

、 对模糊性 的容忍

程度较高 （
ｔｏ ｌｅｒａｎｃｅｏｆ ａｍｂ ｉｇｕｉ ｔｙ）

［
３ ５

］

、 性格更为敏感 ［
３ ６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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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在近期的文献中 ， 研究者普遍认为 ， 单纯将创造力看作区分个体的
一

种稳定能力

或特性不足 以解释创造力这
一

复杂现象 。

［

３ ７
］ ［

３ ８
］ ［

３ ９
］ ［
４°

］

相对于常人 ， 爱迪生无疑是
一

个富有创

造力 的人 ； 但即使如此 ， 爱迪生也无法保证每时每刻都能有创造性的产 出 。 由此 ， 越来越多

的研宂者提出创造力应该被看作
一

种系统 ， 只有在个体特质 （人格特点 、 认知能力及风格等 ）

与所处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不断产生互动 、 相互促进的情况下才会显现 。

［
４ １

］ ［
４２

］ ［
４３

］

在这种视角

下 ， 创造力 的动态过程性和场景相关性得到极大的关注 ， 而科学家的研宄也从回答
“

谁更具

创造力 ？
”

转变为
“

谁在哪个情境下更具创造力 ？
”

例如 ， ｖａｎＤ ｉ
ｊ
ｋ 等人 ［

４４
］ 采用多用途测验

（Ａ 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ＵｓｅｓＴａｓｋ ）
［
４５

］

研究了五、 六年级学生的发散思维 。 他们将学生分为高刺激组和

低刺激组 。 在低刺激组中 ， 实验者呈现了
一

个物品 （ 如毛 巾 ， 图 １ 左所示 ） ， 然后要求学生

尽可能多地给出这个物 品 的不寻常用途 ； 而在高刺激组 ， 除 了作为刺激物的物品 ， 实验者在

刺激物的周 围放了若干其他物品 （如 图 １ 右所示 ） 。 研究结果表明 ， 小学生在两组条件下所

产生新颖想法的数量差异显著 。 这
一

研宄结果说 明 ， 即使是同
一

个个体 ， 他们的创造力表现

也会因场景的转换而发生变化 。 由此 ， 在发展孩子的创造力时 ， 家长更需要关注的可能不是

作为孤立存在的孩子个体如何进行创造 ， 而是孩子的个性特点与其所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

是否足够契合 ， 是否有利于创造力的发展 。

图 １ｖ ａ ｎＤ ｉ

ｊ
ｋ 等

％
使用 的多用途测验材料 。 左边为低刺激组使用 的物品 图片 ， 右边为

高刺激组使用 的物品 图片

三
、 早期儿童 （ ０

￣

３ 岁 ） 的创造力表现

然而 ， 即使对创造力有
一

定 了解 ， 家长可能也不敢想象和相信 ， 瞒跚学步和牙牙学语的 １

岁幼儿也具备创造力 。 但事实的确如此 ！ 最新的研宄表明 ， 创造力在儿童早期 ， 从 １ 岁开始 ，

就已经逐步显现 。

［

４７
］ 鉴于幼儿在动作技能及语言和认知能力发展上的局限 ， 以往用来测量和

研究成人的创造性任务和研宄范式大多无法用于幼儿的创造力研宄 。 因此 ， 研宄者必须动用

自 己的创造力设计新的研宄范式 ， 来研宄创造力在儿童早期的表现形式 。 下面我们介绍两条

最新的研究线 ， 讨论创造力在低龄幼儿中 的表现形式以及相关的研究结果 。

（

一

） 发散思维

创造力包含发散和聚合这两种思维过程 。

［
４ ８

］

发散思维指个体从多个角度 出发对
一

个事

３ ９



物或者 问题进行探索 的过程 ， 其 目 的在于产生尽可能多 的想法 ； 聚合思维指个体对产生的

想法进行 比较和评价 ， 从而得出
一

个最好的选择或 问题解决方案 。 其 中 ， 发散思维对于新

颖想法的产生尤其重要 。

［

４９
］ ［

５ °
］ ［
５ １

］

前述脑力激荡法主要通过激发发散思维 ， 促进个体产生创

造性想法 。 同时 ， 也有研究证据表 明 ， 个体在学前阶段的发散思维水平可 以有效预测他们

未来的创造性成就 。

［

５２
］ ［

５３
］

因此 ， 发散思维是创造力研究 的核心主题 ， 很多情况下甚至被看

作创造力 的代名词 。

典型 的发散性思维测验通常会给个体
一

个刺激物 ， 然后让个体基于该刺激物尽可能多

地生成新颖的想法 。 如前面提到 ｖａｎＤ ｉ
ｊ
ｋ 等

［
５４

］

使用 的多用途测验 ， 要求被试尽可能多地想

象和提出 日 常物品 的不寻常用途 。 基于被试提出 的想法 ， 测验会从流畅性 （ ｆｌｕｅｎｃｙ ） 、 灵活

性 （ ｆｌｅｘ ｉｂ ｉ ｌ ｉｔｙ ） 及独创性 （ ｏｒｉｇ ｉｎａ ｌ ｉｔｙ ） 几方面对个体的发散思维进行评分 。

［
５ ５

］ 其中 ， 流畅

性指个体提 出 的想法总数 。 灵活性指个体提出想法的类别总数 。 例如 ， 用勺子喝酸奶和喝

粥是同
一

类想法 ， 即
“

喝东西
”

； 而用勺子挖土则被看作另外的类别 。 独创性指个体提出 的

想法相较其他个体是否更加新颖和原创 。 例如 ， ９０％ 的人可能都能想到用勺子吃饭 ， 那这

个想法就很普通 ； 但可能只有 ５％ 的人会想到用勺子撬开 门锁 ， 这个想法则更具独创性 。

为研宄 尚在牙牙学语阶段 的低龄幼儿能否进行发散思维 ， Ｈｏ ｉｃｋａ 和 同事
［
５ ６

］

设计 了
一

个新 的测验——罕见 的箱子测验 （Ｕｎｕ ｓｕａｌＢｏｘＴａｓｋ ， 以下简称
“

箱子测验
”

） 。 在这个测

验 中 ， 实验者会给幼儿呈现
一

个定制箱子 （ 见 图 ２ ） ， 箱子的每个侧面都有独特的设计 ， 以

确保箱子的新颖性 。 之后 ， 实验者会陆续给幼儿几个 日 常生活中不常见 的物 品 （ 如盛蛋器

等 ） ， 这些物品都有 自 己的特点 （ 形状、 材质 、 颜色不 同等 ） 。 每给
一

个物品 ， 实验者就会

鼓励孩子拿着这个物品对箱子进行探索 。 例如 ， 幼儿可能会通过使用物品或手掌敲打箱子 、

拖拉箱子侧边的垂线和塑料圈 、 将手伸进侧边的小洞等动作 ， 对箱子和物品进行探索 。 基

于表现 出来的探索动作 ， 该研宄从流畅性和独创性对幼儿的发散思维进行评分 。 流畅性指

幼儿在探索给定箱子和物品时所表现出不 同动作 （ 如用物品敲打箱子 ） 的总数 ， 独创性则

ＩＭ Ｗ
图 ２Ｈｏ ｉ ｄｃ ａ ．

ｍ
使用 的罕见箱子测验材料 。 上面两图是测验定制的箱子 ， 下面是测验使用 的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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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动作独创性的总值 。

１１〇 丨 （如 等
［
５ ８

］

研究指 出 ， 箱子测验可 以稳定 、 有效地区分 １ 岁幼儿 （ １ ９ 个月 开始 ） 在

发散思维上的个体差别 。 同时 ， 当 ３
？

４ 岁幼儿 同时接受箱子测验及其他更为成熟 的发散

思维测验时 ， 箱子测验在流畅性方面 的测量和其他测验在流畅性和独创性方面的测量呈正

相关 。 这些研宄结果表 明 ， 箱子测验 的确能够测量儿童 的发散思维能力 。 这从侧面说 明 ，

即便如 １ ９ 个月 大的幼儿也可 以进行发散思维 。 此外 ， Ｈｏ ｉｃｋａ 和 同事
［
５ ９

］

的后续研宄进
一

步

发现 ， １ 岁 幼儿 的发散思维水平 （ 由箱子测验测量 ） 和其家长 的发散思维水平 （ 由托伦斯

图形创造力测验测量
［
６°

］

） 呈正相关
，
而这种相关很有可能源于孩子和父母在 日 常互动 中发

生的社会性学习 。

［

６ １
］

（二 ） 工具使用行为中 的创造力

此外 ， 孩子在 日 常 的工具使用行为 中也会表现出创造力 。

一

般情况下 ， ２ 岁 的幼儿就

可 以非常熟练地使用工具 。

［
６２

］ ［

６ ３
］

例如 ， 这个年纪 的幼儿大多可 以使用 勺 子吃东西 ， 或在

无法够到卫生 间 的水池时用 小凳子来垫脚 。 对于这些最常见 的工具使用 行为 ， 幼儿通常

是通过观察身边年长个体 的行为或者经过父母 的专 门指导而 习 得 。 那 么 ， 当幼儿面对新

颖 的任务或 问题 时 ， 如果仅给他们
一些恰当 的材料 ， 但不给予具体 的示范和指导 ， 他们

能找到合适的方式使用这些材料 ， 并达成任务 目 标或解决 问题吗 ？ 以往 的实证研宄表 明 ，

几个月 大的幼儿就可 以
“

发 明
”

新的工具使用行为 》

［
６４

］ ［
６ ５

］ ［
６ ６

］ ［
６ ７

］ ［
６ ８

］ ［
６ ９

］ ［
７ °

］

例如 ， Ｒ ｅ ｉｎｄ ｌ 等人
［
７ １

］ 基于大猩猩 的觅食行为设计 了１ ２ 个新颖 的 问题解决任务 ， 来

研究 ２
？

３ ． ５ 岁 幼儿能否独立地
“

发 明
”

新 的工具使用 行为 。 在这些任务 中 ， 实验者会

给幼儿呈现需要 的材料 ， 但并不直接示范或告诉幼儿这些材料 的用途 ， 而是 由幼儿 自 己

去摸索和发 明使用 工具 的方式 。 图 ３ 展示 了 该研宄 中 的
一

个任务 。 该任务 的实验材料包

括
一

个开 口 的纸盒 、

一

个红色 的盖子和
一

根木签 。 在这个任务 中 ， 实验者告诉幼儿 ， 开

口 的纸盒里有
一

些颜料 ， 如果他们能将纸盒里面 的颜料拿 出来
一

些放到盖子上 ， 他们就

图 ３使用 的示例任务材料 。 根据实验主试的要求 ， 幼儿需要从纸

盒的开 口处取出
一些颜料并放在红色的盖子里 。 最下方的木签是潜在的工具 。

４ １



可 以获得
一

枚贴纸作为奖励 。 结果显示 ， 参与这个任务时 ， ８２ ． ４％ 的孩子会拿起木签并

准确地使用 木签作为工具 ， 将纸盒 中 的颜料通过类似点蘸 的方式取 出 并放到盖子上 。 整

个研宄 中 ， Ｒ ｅ ｉｎｄ ｌ 发现 ， 针对研宄 中 的 １ １ 个新颖任务 （ 总共 １ ２ 个任务 ） ， ４０％ 以上 的

孩子可 以发现和正确使用工具来达成任务 目标 。 值得注意 的是 ， 幼儿并不熟悉这些任务 ，

也不太可能在 日 常生活 中接触到类似 的任务 。 所 以 ， 幼儿不太可能通过模仿或其他社会

性学 习完成这些任务 。 基于此 ， 这些研究结果表 明 ， ２
？

３ ． ５ 岁 的幼儿可 以独立表现出新

的工具使用行为来解决新颖 问题 。

此外 ， Ｌｏｃｋｍａｎ 研宄 团 队 的系列研宄表 明 ， 在对工具 （ 新 ） 用途进行探索和发现 的

过程 中 ， 幼儿 的探索行为非常有针对性 ， 并不仅仅依赖于盲 目 地试错 。

［
７ ３

］ ［

７４
］ ［
７ ５

］

例如 ， 在

Ｂｏｕｒｇｅｏ
ｉ ｓ 等人 的研宄

［

７ ６
］

中 ， 实验者给 １ 岁幼儿呈现 了 四种不 同性质 的 台面 ， 分别是流动

性表面 （ 台面上布满 了水 ） 、 粗糙表面 （ 台面上铺 了渔网 ） 、 弹性表面 （ 台面 由海绵制成 ）

和刚硬表面 （ 台面 由刨花板制成 ） 。 针对每个类型 的 台面 ， 实验者分两次给幼儿
一

个硬方

块和
一

个软方块 ， 引 导幼儿使用方块分别探索 四个不同类型 的 台面 。 通过编码 ， Ｂｏｕｒｇｅｏ ｉ ｓ

等发现 ， 幼儿在探索过程中 ， 会基于物品和 台面的特性调整 自 己 的探索性动作 。 例如 ， 相

对于硬方块或硬 台面 ， 他们更倾 向于挤压软方块 。 这种选择性也体现在将物 品和 台面相

联系 的探索行为 中 。 例如 ， 幼儿会用硬方块敲打粗糙和 刚硬表面 ， 用 软方块敲打流动性

和弹性表面 。 Ｂ ｏｕｒｇｅｏ ｉ ｓ 等认为 ， 这种基于物 品特性有选择性地采用不 同 的动作对物 品进

行单独和相互联系 的探索 ， 是个体发展 问题解决能力和工具使用 能力 的重要基石 。 正如

Ｌｏ ｃｋｍａｎ 所构建的理论
［
７ ７

］

指 出 的 ， 发现工具 的 （新 ） 用途基于两个不断演变并相互作用

的过程 ： ①探索及发现物 品或工具 的特性 ； ②对不 同 的特性进行相关的联结 ， 由此建立更

为复杂 、 不显而易见的新特性 ， 从而延伸 出工具的新用途 。

四 、 家长如何支持儿童创造力 的发展

日 常生活 中 ， 家长可 以通过调整 自 己的育儿策略更好地支持孩子发展创造力 。 基于现

有的实证研宄 ， 我们总结 出 以下需要家长特别关注的 内容 。

（

一

） 家长 自 己的创造力

要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 家长首先应该培养 自 己的创造能力和增加 自 己的创造经历 。 家

长可能会感到诧异 ， 但这样的建议并不是本末倒置 ， 更不是空穴来风 。 本文前面 引 用 的研

宄
［

７ ８
］ ［
７９

］

说明 ， １
？

２ 岁幼儿和父母的发散思维水平呈正相关 ， 而这种相关可能主要源于孩

子和父母在 日 常互动 中所发生的社会性学 习 。 虽然基于此 ， 我们无法推断这种社会性学习

发生的方向是从父母到孩子 ， 还是从孩子到父母 ， 或者是相互学习 。 然而 ， 可 以确定的是 ，

当家长的创造力 比较高时 ， 孩子的创造力更容易得到认可和发展 。 这其中有几个可能的机

制在起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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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高创造力 的家长可能更容易识别和肯定孩子 的创造性表达 ， 并给孩子提供时间

和空 间去发展创造力 。 间接支持这
一

论断的研宄证据源于 Ｋｅｔｔｌｅｒ 等 。

［

８ °
］ 他们通过 问卷调

查发现 ， 更具创造性的教师更容易认可和喜欢学生身上与创造力相关的气质特点 。

其次 ， 髙创造力 的家长在 日 常生活 中所表现 出 来 的创造力 （ 如创造性地解决 问题 ）

可能会产生示范作用 ， 营造 出 更具创造性 的家庭氛 围 ， 激发孩子用 同样 的方式对待生

活 。 Ｓｕｂ ｉａｕ ｌ 和 Ｓ ｔａｎｔｏｎ 的研 究
［
８ １

］ 表 明 ， 通过观察创造性示例 ， 无论是学前儿童还是成

人都更容 易生成新 的 问题解决方案 。 Ｓｕｂ ｉａｕ ｌ 等称这种现象为
“

总结性模仿
”

（ ｓｕｍｍａｔｉｖｅ

ｉｍ ｉ ｔａｔｉｏｎ ） ， 并 由此概括 ， 人类的创造力是通过社会性学 习 习得的 。 这再
一

次支持了我们前

面的论点 。

最后 ， 正如前面提到 的 ， 高创造力 的家长对新鲜事物更加开放 ， 也更包容模糊不确定

的事物 。 因为这些个性特点 ， 高创造力 的家长可能会给孩子更多 的时间和空 间对周 围 的物

质及社会环境进行探索 ， 从而更好地发展他们 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

［
８ ２

］ ［
８ ３

］ ［
８４

］

相反地 ， 当家长

给予孩子过多 的指导时 ， 孩子的探索性行为反而会降低 。

［
８ ５

］

（二 ） 游戏 、 探索和好奇心

家长可 以 有意识地增加孩子参与玩耍和探索活动 的机会 ， 如 定期去郊游 、 和其他

家庭结伴去 公 园玩耍等 ， 由 此发展孩子 的创造力 。 在最新 的评论文 章 中
［
８ ６

］

，Ｃｈｒ ｉ ｓ ｔ ｉ ｅ

强调 ， 玩耍对孩子创造力发展 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 ： ①玩耍能 自 然而然地勾起孩子对

周 围人和事 的好奇心 ； ②玩耍 的过程 中 ， 孩子会 自 发地 、 自 主地对
一

个事物或者现象进

行探索并给 出 多种可能性 的假设 。

一

个简单 的例子是 ， 当
一

个孩子坐在跷跷板 的
一

端 ，

不 同 的人坐在另
一

端 时 ， 跷跷板 的形态 以及这个孩子 的 身 心体验可能会非常不 同 。 这

个时候 ， 对跷跷板 的原理完全没有认知 的孩子可能会观察跷跷板 的构造 ， 或者陆续让

爸爸妈妈和周边 的 小朋友坐到跷跷板 的 另
一

端 ， 对跷跷板进行探索 。 在这个探索过程

中 ， 不但孩子 的好奇心得到极大 的满足和提升 ， 他 的创造性思维也得到极大发展 。 例

如 ， 尝试让不 同 的人坐到跷跷板 的 另
一

端 ， 可能是 因 为孩子在测试 自 己关于跷跷板工

作 原理所产生 的不 同假设 。 能够产生这些不 同 的假设 ， 本身就是发散思维 的
一

个重要

体现 。 另 外 ， 在说服周 围 的人配合测试这些假设 的 时候 ， 孩子还需要有针对性地采用

不 同 的社会交往策略 （ 如对父母撒娇 、 用 小玩意儿作为礼物吸 引 其他小朋友等 ） ， 这也

需要孩子调用创造力 。

（三 ） 环境布置

相信许多家长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 当碰到
一

个棘手的 问题不知该如何下手的时候 ， 会

将注意力从当前的任务转移到周 围环境中 ， 或者看看办公室的墙面 ， 或者浏览
一

下书架上

的摆放物 ， 以期获取解决 问题 的灵感 。 Ｂａｉ 、 Ｍｕｌｄｅｒ 等人
［
８ ７

］

研宄发现 ， ４ 岁幼儿在完成多

用途测验的时候 ， 经常依靠观察周 围环境来激发 自 己产生新的想法 。 这些生活逸事和研宄

证据都表明 ， 在培养孩子的创造力时 ， 家长不可忽视环境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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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 如何布置环境呢 ？ 如前文所述 ， 发散思维是创造力 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它

可 以支持个体从多个方 向 、 多个角 度对
一

个事物或现象进行探索和思考 。 因此 ， 家长首

先需要考虑环境 的 多样性 。 自 然 的 、 不规整 的材料 （ 如海边捡 的 贝 壳和石头 、 山 间 的树

叶等 ） 相 比于市面上千篇
一

律 的玩具更容 易激发孩子 的创造力 。 因为这些材料 的特质更

加复杂 ， 可供探索 的可能性更多 。

［
８ ８

］ 其次 ， 在选择玩具 的时候 ， 家长可 以选择那些设计

更为模糊 的玩具 。 认知科学研宄显示 ， 模糊性事物更容 易激发孩子对其进行多样化 的探

索 。

［
８ ９

］ ［

Ｍ
］ ［

９ １
］ 此外 ， 当孩子有机会和模糊性材料进行互动时 ， 他们对模糊性 的容忍度也会

随之提升 ， 从而提高创造潜力 。 雪花片 、 乐高积木块 、 黏土这些没有特定功能指 向 的玩

具 ， 就是不错的选择 。

（ 四 ） 关注创造性过程

最后 ， 创造力 的产生通常不是
一

蹴而就 ， 而是厚积薄发 ， 需要时 间 的积累 。 例如 ， 在

完成发散性思维测验 （ 如前面提到 的多用途测验 ） 的过程中 ， 个体的想法产生过程会有
一

个明显 的时程模式 ： 首先 ， 个体会在起初很短的时 间里提 出许多常见的 、 没有什么新意 的

想法 （ 如可 以用勺子吃饭 、 喝粥 、 喝酸奶等 ）
； 过了

一

段时间后 ， 他们才会提 出
一

些不常

见的 、 比较新颖 的想法 （ 如可 以用勺子挖土 、 撬 门锁 、 作为武器等 ） 。 这个现象被称为发

散思维或创造力 的
“

系列顺序效应
”

， 在 ４ 岁幼儿至成人的研宄中都有报告 。

［
９２

］ ［
９ ３

］ ［
９４

］ ［
９ ５

］ ［
９ ６

］ ［
９ ７

］

此外 ， Ｂａ ｉ 等人的最新研宄指 出 ， 在针对多用途测验进行发散思维 的过程中 ， 同
一

批

孩子在 ４ 岁和 ６ 岁 时表现出 的思维过程并不完全相 同 。

［

９ ８
］ ［

９９
］ 在 ４ 岁 时 ， 即便实验主试

一

再

强调要尽量给 出不常见的用途 ， 这些孩子在测验的初始阶段还是会持续给出 多个常见用途 。

仅在测验的最后阶段 ， 他们会给出几个较为新颖的用途 。 然而 ， 在 ６ 岁 时 ， 这些孩子虽然

还是会先给 出常见用途 ， 但他们往往会快速转换到更为有效的认知策略 （ 如前面提到 的对

物品进行拆解和变形 ） 来激发 自 己更快地想到更新颖的用途 。 值得注意 的是 ， 使用这些认

知策略会花费幼儿的认知资源 。 因此 ， 在多用途测验的后期 ， 反而是那些注意力不太集中

的 ６ 岁孩子更倾向于给出新颖用途 。

综合这些研宄结果 ，

一

个关键的信息在于 ， 创造力 的产生是
一

个动态化的过程 。 此外 ，

这
一

过程还受儿童年龄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 因此 ， 家长在培养孩子 的创造力时 ， 应将注意

力放到孩子的创造性过程中而不是最终成果上 ， 并在过程 中提供及时 的支持 。 例如 ， 当孩

子在创作后期遇到瓶颈的时候 ， 比起鼓励孩子坚持 ， 家长可能更应该 引 导孩子将注意力转

移到其他事物上 ， 以帮助孩子跳出思维定势并产生新颖想法 。

五 、 结语

创造力是 ２ １ 世纪社会中个体和组织不可或缺的关键能力 。 尤其对个体而言 ， 创造力是

发展 问题解决能力 、 适应社会和环境变化 以及体验生活美感的重要基石 ， 关系到个人的成

４４



就和幸福感 。 虽然大部分人会将创造力视作
一

种天生且仅有少数人才拥有的禀赋 ， 但现代

科学研宄指 出 ， 创造力存在于每
一

个普通人身上 ， 且可 以通过积极的干预得到发展和提升 。

同时 ， 即便在 １
？

２ 岁 的幼儿中 ， 创造力也 已经萌芽 ， 并通过发散思维的形式或工具使用

行为表现出来 。 相对于 日 常讨论 中我们对创造性产 品 （ 如文学著作 、 画作 、 科技创新产品

等 ） 的高度关注 ， 值得注意 的是 ， 幼儿的创造力更多地体现在过程中 ， 而不总会形成
一

个

有形的产品 。 在 日 常生活 中 ， 家长可 以通过提高 自 身 的创造力水平或丰富 自 己的创造性体

验 ， 更好地捕捉孩子在 日 常行为 中表现出 的创造力 ， 从而有的放矢地给予支持 ， 发展孩子

的创造力 。 同时 ， 玩耍和探索性活动往往隐含许多发展孩子好奇心和创造力 的机会 ， 家长

可 以有意识地增加孩子参与玩耍和探索活动 的次数 ， 如定期去郊游 、 和其他家庭结伴去公

园玩耍等 。 家长也可 以在布置孩子的生活环境时 ， 更多地采用不规整的 自 然材料或者功能

指 向性更为模糊 的玩具 。 最后 ， 创造力 的产生需要时间 的积累且遵循动态变化的过程 。 由

此 ， 我们建议家长更关注孩子的创造过程 （ 如何解决
一

个 问题 ） 而不是最终的创造成果 （ 问

题是否被成功解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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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

ｅｘｐ ｌｏｒａｔ 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ｓ ｏｎ ｃｒｅａ ｔ ｉｖ ｉ ｔｙ ． Ｊｏｕ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Ｅｘｐ 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 ｌ Ｃｈ ｉ ｌｄ Ｐ ｓｙ ｃｈｏ ｌｏ
ｇｙ， 

２０２ １
， 
２ ０７ ．

［
８ ３

］
Ｈａｇｔｖｅｄｔ Ｌ Ｐ

， 
Ｄｏ ｓ ｓ ｉｎｇ

ｅｒ Ｋ
，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Ｓ Ｈ

， 
Ｈｕａｎｇ 

Ｌ ． Ｃｕｒ ｉｏ ｓ ｉ ｔｙ 
ｍａｄ ｅ  ｔｈ ｅｃａ ｔ ｍｏｒｅ 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 ：Ｓｐｅｃ ｉ ｆ ｉ ｃ ｃｕｒ ｉｏ ｓ ｉ ｔｙ 

ａ ｓａ ｄｒ ｉｖｅｒ

ｏｆ ｃｒｅａｔ ｉｖ ｉ ｔｙ ［
Ｊ
］

．Ｏｒｇａｎ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Ｂ 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 ｅｃ ｉ ｓ ｉ ｏｎ Ｐ ｒｏ ｃｅ ｓ ｓｅ ｓ
， 
２０ １ ９

， １ ５ ０ ： １
－

１ ３ ．

［
８４

］
Ｈａｒｄｙ

ＪＨ
，
Ｎｅ ｓ ｓ ＡＭ

，
Ｍ ｅ ｃ ｃａＪ ．Ｏｕｔ ｓ ｉｄｅ ｔｈ ｅｂｏｘ ：Ｅｐ ｉ ｓ ｔｅｍ ｉ ｃｃｕｒ ｉｏ ｓ ｉｔｙ

ａ ｓａ
ｐ

ｒｅｄ ｉ ｃ ｔｏ ｒｏｆ 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
ｐｒｏｂ ｌ ｅｍｓｏ ｌｖ 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 ｔ ｉｖｅ
ｐ

ｅ ｒｆｏｒｍａｎｃ ｅ
［
Ｊ

］
．Ｐｅｒ ｓ ｏｎａ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 ｉｄｕａ ｌ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 ｓ
， 
２ ０ １ ７

， １ ０４ ： ２ ３ ０ －２ ３ ７ ．

［
８ ５

］
Ｂ ｏｎａｗ ｉ ｔｚ Ｅ

， 
Ｓｈａｆｔｏ Ｐ

，
Ｇｗｅｏｎ Ｈ

，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ＮＤ

，
Ｓｐ

ｅ ｌｋ ｅ Ｅ
，
Ｓ ｃｈｕ ｌｚ Ｌ ． Ｔｈｅ ｄｏｕｂ ｌ ｅ

－

ｅｄｇ 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ｏ ｆ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 Ｉｎ ｓ ｔｒｕｃ ｔ ｉ ｏｎ

ｌ ｉｍｉ ｔ ｓ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ｏｕ ｓ ｅｘｐ ｌｏ ｒ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ｄ ｉ ｓｃｏｖｅｒｙ ［
Ｊ

］
． Ｃｏ

ｇ
ｎ ｉ ｔ ｉｏｎ

， 
２ ０ １ １

， １ ２０
（
３

）
： ３ ２２ －

３ ３ ０ ．

［
８ ６

］
Ｃｈｒ ｉ ｓ ｔ ｉ ｅＳ ． Ｗｈｙ ｐ ｌａｙ 

ｅｑｕａ ｌ ｓ ｌ ｅ ａｒｎ 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 ｉ ｓ ｏｎａ ｓａ  ｌ 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ｉｎ
ｐ ｌａｙ ［

Ｊ
］

． Ｉｎｆａｎｔ ａｎｄＣｈ ｉ ｌｄ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

２ ０２ １
， 
Ｏ ｃ ｔｏｂｅｒ ： １

－

８ ．

［
８ ８

］
Ｇｕ ｅｒｒａ Ｍ

，
Ｚｕ ｃｃｏ ｌ ｉＦ ．Ｆ ｉｎ ｉ 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ｕｎ ｆｉｎ ｉ ｓｈｅｄｏｂ

ｊ
ｅｃ ｔ 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

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ｓｃｒ ｅａｔ ｉｖ ｉ ｔｙ
ｔｈｒｏｕ

ｇｈｍａｔ ｅｒ ｉａ ｌ ｓ
［
Ｊ

］
．Ｐ ｒｏ ｃｅｄ ｉａ

－

Ｓ ｏｃ ｉ ａ ｌ ａｎｄ Ｂ ｅｈａｖ ｉｏ ｒａ ｌ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ｓ
， 
２ ０ １ ２

， 
５ １ ： ７２ １

－

７２ ７ ．

［
８ ９

］
Ｂ ｏｎａｗ ｉ ｔ ｚＥＢ

，
ｖ ａｎＳ ｃｈ ｉ

ｊ
ｎｄ ｅ ｌＴＪＰ

，Ｆ ｒ ｉ ｅ ｌＤ
，Ｓ ｃｈｕ ｌｚＬ ．Ｃｈ ｉ ｌ ｄｒ ｅｎｂ ａ ｌ ａｎ ｃ ｅ ｔｈｅ ｏ ｒ ｉ ｅ ｓａｎｄｅｖ ｉ ｄ ｅｎｃ ｅ ｉｎｅ ｘｐ ｌ ｏ ｒａ ｔ ｉ ｏｎ

，

ｅｘｐ ｌａｎ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  ｌ ｅａｍ ｉｎｇ ［

Ｊ
］

．Ｃｏｇｎ ｉｔ ｉｖ ｅ Ｐ 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 
２ ０ １ ２

， 
６４

（
４

）
： ２ １ ５

－

２ ３ ４ ．

４７



［
９ ０

］ 

Ｓ ｃｈｕ ｌｚ Ｌ Ｅ
， 
Ｂｏｎａｗｉ ｔｚ Ｅ Ｂ ．Ｓ ｅ ｒ ｉｏｕ ｓ ｆｕｎ ：

ｐ
ｒｅ ｓ ｃｈｏ ｏ ｌ ｅ ｒｓ ｅｎ

ｇ
ａ
ｇ
ｅ  ｉｎ ｍｏｒｅ ｅｘ

ｐ
ｌｏ ｒａ ｔｏ ｒｙ ｐ ｌａｙ 

ｗｈ ｅｎ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  ｉ ｓ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ｄ
［
Ｊ

］
．

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ｌ Ｐ 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 
２ ０ ０７

， 
４ ３

（
４

）
： １ ０４ ５

－

１ ０ ５ ０ ．

［
９ １

］
Ｓ ｔａｈ ｌ ＡＥ

，Ｆ ｅ ｉ ｇ
ｅｎ ｓ ｏｎＬ ．Ｏｂ ｓ ｅ ｒｖ ｉｎｇ ｔｈｅｕｎ ｅｘｐ ｅ ｃ ｔ ｅ ｄｅｎｈ ａｎｃ ｅ ｓ ｉｎｆａｎ ｔ ｓ

＇

ｌｅ ａｒｎ 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 ｌｏ ｒａｔ ｉ ｏ ｎ
［
Ｊ

］
．Ｓ ｃ ｉｅｎｃ ｅ

，２ ０ １ ５
，

３ ４ ８
（
６２ ３ ０

）
：９ １

－

９４ ．

［
９４

］
Ｃｈｒ ｉ ｓ ｔｅｎ ｓ ｅｎ Ｐ Ｒ

，Ｇｕ ｉ ｌ ｆｏ ｒｄ Ｊ Ｐ
， 
Ｗｉ ｌ ｓｏｎ ＲＣ ． Ｒｅ ｌａ ｔｉｏｎ ｓ ｏｆ ｃ ｒｅ ａｔ ｉｖ ｅ ｒｅ ｓ

ｐ
ｏｎ ｓｅ ｓ ｔｏ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ｔ 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ｎ 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 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 ｔａ ｌ Ｐ 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１ ９ ５ ７
， 
５ ３

（
２

）
：８ ２ ８ ８ ．

［
９ ５

］
Ｍｅｄｎ ｉ ｃｋＳ ． Ｔｈｅ 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 ｉｖｅ ｂ ａ ｓ ｉ ｓ ｏ 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 ｔ ｉｖｅ

ｐ
ｒｏｃｅ ｓ ｓ

［
Ｊ

］
． Ｐ ｓｙｃｈｏ ｌｏ

ｇ
ｉ ｃａ ｌ Ｒｅｖ ｉｅｗ

， １ ９ ６２
， 
６ ９

（
３

）
： ２２０ －２ ３ ２ ．

［
９ ６

］
Ｍ ｉ ｌｇ

ｒａｍＲ Ｍ
， Ｒａｂｋ ｉｎ Ｌ ． 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  ｔｅ ｓ ｔ ｏｆ Ｍｅｄｎ ｉ ｃｋ

＇

ｓａｓ ｓ ｏｃ ｉａｔ ｉｖｅ ｈ ｉ ｅｒａｒｃｈ ｉｅ ｓｏ ｆ ｏｒ ｉｇ ｉｎａ ｌ  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
． Ｄ 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 ｌ

Ｐ 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１ ９ ８ ０
， １ ６

（
２

）
： １ ５ ７

－

１ ５ ８ ．

［
９ ７

］
Ｗａｎ

ｇ
Ｍ

，ＨａｏＮ
，Ｋｕ Ｙ

， Ｇｒａｂｎ ｅ ｒ ＲＨ
， Ｆ ｉｎｋ Ａ．Ｎｅｕｒａ ｌｃ ｏｒｒｅ ｌａ ｔｅ ｓｏｆ ｓ ｅｒ ｉａ ｌｏ ｒｄ ｅｒ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ｎｖｅｒｂ ａ ｌｄ ｉｖｅｒ

ｇ
ｅｎ ｔ  ｔｈ ｉｎｋ ｉｎ

ｇ ［
Ｊ

］
．

Ｎｅｕｒｏｐ ｓｙ ｃｈｏ ｌｏｇ ｉａ
， 
２ ０ １ ７

， 
９９

（
９ ９

）
： ９２ －

１ ００ ．

ＨｏｗＣ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ＢｅＮｕｒｔｕｒｅｄ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ＢＡＩ Ｈｏｎｇｈｏｎｇ ， 
Ｓ ｔｅｌｌ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
Ｔｓ ｉｎｇｈｕａ Ｌａｂｏ 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Ｂｒａ 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 ｌ ｌ ｉｇ
ｅｎｃｅ

； 
Ｄ ｅ

ｐ
ａｒ 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 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Ｓｃｈｏｏ 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
， 

Ｔｓ 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 
１ ０００ ８４

）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 ｉｎｅ ｓ 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ｓ ｃａｌ ｌ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ｏｐ
ｅｍｐ ｌｏｙｅｒｓ

＇

ｃｏｎｓ ｔａｎｔ  ｓ 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ａｌｅｎｔｓ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 ｓ

ａ ｈ ｉｇｈｌｙ 
ｓｏｕ

ｇｈｔ ｋｅｙ 
ｃｏｍ

ｐ
ｅ ｔｅｎｃｅ ． Ｂｕｔ  ｓ ｉｎｃ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 ｉｔｙ 

ｃａｉｍｏ ｔ ｂｅ  ｔａｕｇｈｔ
， 
ｈｏｗｄｏｅ ｓ ｏｎｅ  ｌｅ ａｒｎ  ｔｏ ｂ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  Ｉｎ  ｔｈｉ ｓ

ｐａｐ ｅｒ ｗ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 ｔｙ， 
ｅｘｐ ｌａｉ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ｅｍｐ 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ｒｅａｔｉｖ ｉｔｙ 
ｃａｎ ｂ ｅｆｏ ｓ ｔ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ｎｕｒｔｕｒｅｄ

， 
ｅｖｅｎ

ｆｉ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 ｉｅｓｔ ａｇｅｓ ． Ｆ ｉｒｓ ｔ
，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ｉ 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 ｔｙ 

ａ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 ｓ ｆｉｘ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ｂｏｒｎ

，
ｗｈ ｉ ｌｅ ｓ ｔｕｄｉｅ ｓ

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 ｉｔ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ｏｐｐｏ ｓ ｉｔｅ ：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

ｎｅｃａｎ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ｂ 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 ｅ ｃｏｎｄ
，

ｆｏ ｃｕｓ ｉｎ
ｇ

ｏｎ０
？

３
－

ｙｅａ
ｒ
－

ｏ ｌｄｓ
，

ｗｅ ｒｅｖ ｉ ｅｗｅｍ
ｐ

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 ｓ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 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ｇｇ

ｅ 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ｓｈｏｗ ｄｉｖｅｒｇ
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ｏｏ ｌ ｕｓ 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ｒ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ｓ ． Ｆ ｉｎａｌ ｌｙ， 
ｗｅ

ｐ
ｒｏｖｉｄｅ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ａｂ ｌｅ  ｉｔ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ｃ ａｎ ｂｅ  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ｐ

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ｔ ｈｏｍｅｓ
，

ｉｎ
ｐｒｅ ｓｃｈｏｏ ｌ ｓ

，
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ｐ ｌａｙｇｒｏｕｎｄ ，
ｃｒｅａｔｉｖ ｉｔｙ 

ｃａ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 ｔ ａｎｄ ｂｅ ｎｕｒｔｕ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ｉｍｐ ｌｅ
，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ｂａｓｅｄ
ｐ

ｒａｃ ｔｉｃ ｅ ｓ ｃ ａｎ ｓ 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ｉｔｕｒ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ｄｕｌｔ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Ｅａｒｌｙ 

ｃｈ ｉ ｌｄｈｏｏｄ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Ｄ ｉｖｅｒ

ｇ
ｅｎ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

ｇ ， 
Ｔｏｏ ｌ ｕｓｅ

４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