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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心理培育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依托高等院校新工科建设的背景，首先分析创新性思维的心理过程，

指出创新心理发散性思维是创新性素质培养的关键，其次从创新品质培育和不良创新心理因素抑制等两方面探讨

了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策略，最后强调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实现创新思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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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种复杂的主观能动过程，从心理学的

角度分析，其本质是一种情绪的宣泄[1]。创新的内

心活动是所有创新实践的核心与基础，它不可能完

全依靠外力压迫而形成，需要通过对主体的训练和

培养由心而生。在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除了从学

习环境构建创新外部环境，更应该强调的是对学生

创新心理的培育，激发其创新源泉。基于此，为了

配合实施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支持产业升级，高等院校加强对

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心理培育，已经成为大学创新与

创业教育中重要性日益凸显的新课题。 

一、创新心理过程 

创新主体在展开创新的过程中，其心理活动的

主要成分包括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2]。如果把发散

思维比作思想观点上的“立”，则聚合思维相当于

“破”。在日常的思维互动中，大多数人会发现“立”

要远远难于“破”。总体来说，发散思维比聚合思

维对创新的作用更大一些。发散思维通常具有流畅

性、变通性、独特性等三个特点。当然，我们不能

因此草率地认为聚合思维不重要，相反，聚合思维

是决定创新方向和质量的关键。 

研究表明，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是伴随着人的

年龄增长而动态变化的，发散思维呈现出如图 1 所

示的变化曲线
①
，是与人的创新能力的发展规律完

全吻合的。通常认为，发散思维在中年之后会明显

下降，这是客观规律。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曾说过，

他到了 60 岁后将不对任何新思想发表意见，因为 

那时自己的思维已经不具有足够的活力。 

由此可见，高校在校生的求学阶段是创新性培

养的黄金期，而发散性思维的开发与保护则是创新

能力培养的关键。 

 

 

图 1  发散性思维变化曲线 

 

脑科学、神经心理学、智力三维结构理论、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多元智能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

论的研究成果均显示，创新发散思维是一种可积累

的心理经验，创新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培养发散

思维。有学者认为，这种培养应当包括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创新人格和创新行为等四个方面的培养

与训练[1]。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可以将其简化为一

个心理上扬长避短的过程。所谓“扬长”就是指每

个人的内在创新品质的培养与发挥，所谓“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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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尽可能地抑制不良心理因素的影响。 

二、创新品质培育 

对创新品质进行分析，可以采用类似现代通信

系统中信号分析的方法，将其划分为“低频”和“高

频”两部分。如果将每个人的个性比作信号的“低

频”部分，那么其现场心理活动就好比“高频”部

分。低频的部分支撑起创新心理活动的能量，高频

的部分则实现创新活动细节。 

(一)个性心理品质塑造 

创新思维首先受到个性影响，因此，需要对创

新个体进行个性塑造。良好的个性通常包括：①乐

观向上，有抱负。从事创新工作的人应当是一个快

乐的人，对生活失去兴趣、看淡一切的人，显然在

创新上也会失去动力。②兴趣广泛，有较少的限制

性，对待事物保持宽泛的视野，凡事从开放的角度

考虑，能够跳出小圈圈的局限，很容易产生创新的

火花。③独立性强，有较大的责任心。既能认真做

事不等不靠，又能把责任揽在肩上，才能真正地把

事情做成。 

创新品质与个体的差异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个

性培养建立在对对象的前期观察、了解、发现的基

础上，需要根据其性格特点，设计不同的培养计划。 

(二)现场心理活动控制 

在进行创新活动指导的过程中，应当重点激发

有利的现场创新情绪，包括：①追根溯源的好奇心。

保持对具体事物好奇的持续性，是创新的心理驱动

力。②注意力和直觉。这体现了创新思维“悟”的

心理能力，是创新思维活动的“指南针”。③洞察

力。决定思维的深度，是创新活动质量的保障。 

现场心理活动虽然是在具体创新活动中展现

出来的，但是也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训练而

逐步形成。为了使现场创新个体达到“完全激活”

状态，应当提前设计预案，并给予尽可能多的信息

刺激。 

三、不良创新心理抑制 

创新思维过程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非

常显著，如果处理不好，创新思维很有可能受到阻

碍甚至中断[3]。因此，应当尽量抑制这些不良心理

因素，营造良好的气氛与环境，尤其是在思想观念

相对保守的传统型社会中，这项工作更加重要。 

(一)抑制缺乏自信的心理 

缺乏自信主要表现在：创新个体对基本理论问

题的理解似是而非、经典方法没有掌握、技术前沿

追踪不够，导致心理上出现气馁、不自信的现象。

其负面作用一方面在于，创新主体对提出观点失去

确定性，无法形成稳定认知。另一方面也会因缺乏

自信导致在群体中威信降低，进而挫折感加深，损

害后续创新活动的开展。青年学生人生阅历浅，没

有太多经历资本，若又缺乏足够、扎实的理论学习，

自信缺失就成为最直接的创新心理问题。其抑制这

种心理因素的方法是：首先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学

习，例如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学生对该记忆的公式不

能仅限于熟知，一定要能够独立推导；经典实验不

能限于了解，要能够复现。教师应当多设置阶段性

目标，把“马拉松”变成多个“分段跑”，让学生

多体验成功的喜悦，逐步培养自信心。 

(二)抑制盲目从众的心理 

有从众心理的人通常处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研

究领域，受到别人成就影响太深，因而产生胆怯心

理。他们经常会自问“我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现

在的理论、技术已经很完美了”“我会成为一个笑

话”“专家肯定不会这么想”“我肯定没有 XXX 聪

明”等。在 IT 领域，乔布斯与盖茨亦师亦友，后

者经常会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产品拿给前者看。当

盖茨第一次把自己开发的“视窗”操作系统展示给

乔布斯时，乔布斯并没有认识到这款新操作系统的

意义，反而嘲笑它一文不值，劝其放弃。然而，盖

茨并没有屈从当时在计算机领域已经具有很高声

望的乔布斯这个“权威”，而是继续推进 Window 1.0

的开发，并在苹果公司发布 Mac OS 操作系统 3 个

月前，成功将视窗系统推向市场。可以想象，没有

盖茨的坚持，现如今也不会存在什么微软帝国和

Windows 操作系统。 

(三)抑制神化创新的心理 

创新性≠先进性。很多人沉溺于对先进性的痴

迷追求，而忽视了创新性的真正含义。实际上，创

新性与先进性并没有直接关联，很多实例能够证明

这一道理。比如苏联科学家提出的系统工程，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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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看似性能落后的零部件加以优化组合，就变成性

能优异的武器，说明并不一定是先进的东西才可能

实现创新[4]。再有就是 2014 年诺贝尔奖颁发给石墨

烯的提取者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石墨烯是一种未来

材料，是迄今发现的最薄(厚度只有一个原子)且强

度最高的材料，在电子、医药方面具有广泛的用途。

传统观念认为石墨烯只是理论上的物质，不可能稳

定存在。令人惊讶的是，提取这种物质并不困难，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

肖洛夫最初并没有从高深的理论入手，只是用透明

胶带从石墨晶体上“粘”出一片石墨烯的这样简单

方法就得到了样本。很显然，从这种“粘”的方法

中看不到半点先进性，可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这种创

新所带来的划时代意义。两位科学家也因该项目获

得 2010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5]。 

(四)消除惰性心理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经常发现学生有不错

的想法，但绝大多数学生都有实践上的惰性心理，

真正动手实践的很少。他们往往会用“我没有时间”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一切等以后再说”

“没有实验条件”等理由搪塞、拖延。尤其是对一

些跨领域、耗时长、成功率看似比较低的想法，更

是少有人付诸实践。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做

法值得我们效仿。这些国家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培养

学生的践行精神。小学生会被有针对性地启发和引

导，提出他们自己的课题项目，并在长达 3—6 年

的课余时间付诸实践探索。虽然这些看似幼稚的课

题五花八门，但是若坚持下去，未来或许会有诺贝

尔奖级别的成果出来，而这个过程培养的学生的

“知行合一”精神则更加难能可贵。因此，惰性心

理要从践行习惯培养上逐步消除。 

(五)抑制保守自闭的心理 

在创新的过程中，创新群体之间的交流尤为重

要，可以起到对创新点放大和倍增的作用。可是在

不良的保守自私心理驱使下，有些人却乐于将自己

的点子掖着藏着，不愿意拿出来分享，最终被创新

人群抛弃和孤立。这种保守自闭心理还具有蔓延

性，对群体创新危害极大。因此，团队进行创新时，

应当制定规则来约束这种不良心理，形成知识观点

的共享、无壁垒的认同。当然，也应当注重采取措

施保护创新者的权益。 

四、创新成果保护 

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是精神的基础，因

此，不能否定财富对精神的激励作用。使创新者可

以体验到创新所带来的物质奖励，是建立可持续性

创新心理的重要导向。创新创业成功范例所起到的

引领示范作用要比任何说教都更具效果。 

现代社会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成果已经

成为一种财富，因此合理的创新成果保护和随之而

来的财富成长，是形成良好创新心理激励、形成创

新环境、打造创新型社会的关键[6]。反之，大学生

创业如果不能从创意源头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辛勤

的工作成果则有可能付之东流，更甚者会造成一种

不良的心理暗示，长期困扰创新者。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创新已经不再仅仅是自我

实现，而是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模式。美国在后工

业时代依然能保持蓬勃的经济活力，与这种新型的

创新经济模式具有相当大的关系。其重要意义在于

大大降低了创造社会价值的门槛，对于原始资金投

入和生产资料的依赖成倍下降。任何具有创新精神

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并成就自己，使得“草根”也

可以建设自己的“企业帝国”。这在传统社会是难

以想像的。可以把这种新的经济模式概括为：

D=T+I+M。D 是“Development”，指企业发展新模

式；T 是“Thinking”，指创新性思维；I 是“Idea”，

指创新主题；M 是“Management”，指现代企业管

理。这种经济模式高度依赖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通过专利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使得创新者

具有企业开办的优先权和获得市场价值分成。创新

成果通过专利实现财产权，反过来激发了创新者的

创新欲望，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美国前总统林

肯形容专利是让智慧之火浇上利益之油[6]。一方面，

社会应当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另一方

面，创新者也应当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和知识产权工

具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必要时单个专利保护还可

上升到专利防御体系，确保创新价值的最大化。成

功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使创新者体验成功与财富，

反之只会带来悔恨和痛苦。具有创新意识的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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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者、技术人员必须具有这种意识。以“微信”

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其发明人赵建文在发明成果

受到侵害却无力反击后，不无感慨地说：“每次看

到 Whatapp、Line 用户超过几亿，心都像刀割一样

痛。”[7] 

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有

形资产，为日后的创业提供原始资本。这是一种成

本最低的成果转化模式，受到的社会公认度很高。

即使创业暂时没有成功，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创新

者来说也是一种心理慰藉。创新型社会中的知识产

权保护是必要条件，而专利保护能力是创新者必须

拥有的基本技能。 

五、结语 

创新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在现如今，创新

更是国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8]。中国是文明

古国、人口大国，智力资源相当丰富，随着教育水

平的逐步提高、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蕴含的智

力资源定会更加蓬勃。面对国家发展、青年学生自

我实现的现实需求，作为教育工作者，当前的任务

就是如何借助“新工科”建设的有利时机，改造教

育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获得更多的创

新产出以服务社会。这是值得高等教育工作者去努

力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 对 1901—2000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独立获得

者获奖成果发现时的年龄进行统计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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