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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儿童科学文艺教育对儿童创造力的发展具有积极重要的影响 ,是促进儿童创造力产生 、发展的行之有

效的方法。儿童创造力发展的特点 、儿童科学文艺教育与创造力发展的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 利用儿童科学文艺教

育可以开拓儿童的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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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力是指在一定目的和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某种新颖 、

独特 、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能力。它是人类区别于其

他动物的最根本的特性和标志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普

西曾说:“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 ,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

分水岭。” [ 1] (P241)心理学研究表明 ,创造力的开发与培养应从

儿童抓起 ,这对个体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重点阐发

儿童创造力发展的特点 、儿童科学文艺教育与儿童创造力发

展的内在联系 , 儿童科学文艺教育对儿童创造性才能的培

养 ,试图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启示 , 使儿

童创造力的发展能由自发走向自觉 , 从而培养出更多具有创

造潜力的人才 ,以造福于人类。

一 、儿童创造力发展的特点

创造力既是一种新颖独特 、能够产生社会或个人价值的

产品的能力 ,同时它首先是人的一种思维结果的能力 ,“是人

产生任何一种形式的思维结果的能力 , 而这些结果在本质上

是新颖的 ,是产生它们的人事先所不知的。它有可能是想象

力或是一种不只限于概括的思想综合” 。[2] (P2)

幼儿和小学阶段的儿童形象思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 他

们的想象力异常活跃。随着年龄的增长 ,知识的积累 , 社会

化程度的提高 ,儿童的抽象思维得到快速发展 , 同时儿童的

想象力仍然处于异常快速的发展阶段 , 是从无意想象向有意

想象的转变 ,而儿童的创造力主要表现为创造性想象和创造

性思维 ,这是儿童创造力发展的两大支柱。在儿童的创造力

中 ,创造性想象的作用和地位更为突出。他们对大千世界充

满好奇 ,有强烈的探究欲望 , 求知欲旺盛。在很大程度上 , 儿

童是借助想象来思考乃至创造的。想象的随意性 、跳跃性 、

非现实性的特点 ,决定了儿童在不太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

便能够产生奇妙新颖的联想。这种不加拘束的 、灵活自如的

想象 、联想 , 会使儿童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 ,促使他们产生探

究新知识 、新事物的兴趣。一般来说儿童的创造产品常常不

具有社会价值 ,但是我们决不可以轻视儿童创造力的价值。

首先 ,儿童创造力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 它能

使儿童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和个人乐趣 , 有自我成就感 , 从

而导致他们个人和社会的良性调节 , 并对其性格的发展带来

积极的影响 ,有利于儿童形成积极进取 、乐观向上的性格特

征。其次 ,儿童时期创造力的发展与将来的创造力水平之间

有明显的正相关。儿童是否具有创造能力直接影响个体未

来的发展和事业的成功 ,但是儿童的创造力绝不是凭空就有

的 ,它是经过长期的学习 、思考 、教育逐渐形成的 ,是个体与

社会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且儿童的创造力又是不断

发展变化的 ,随着儿童年龄的不断增长 , 心理发展的渐趋成

熟 、社会规范的习得 、个性的形成 、知识和经验的丰富都会使

儿童的创造力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如何在儿童时期有效

地开发 、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呢? 笔者认为 , 对儿童进行科学

文艺教育是促进儿童创造力产生 、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 、儿童科学文艺教育与创造力发展的内在联系

儿童科学文艺是用艺术的手法来描写科学 、表现科学 、

普及科学这样一类与科学内容相关的 、儿童乐于阅读和欣赏

的文学作品的通称。是科学与文学融合的产物。它既可以

反映严谨的科学主题 ,也可以是科学和社会 、人生主题并存 ,

包括科学童话 、科学故事 、科学小品 、科学诗以及科学幻想小

说等。具有科学性 、文艺性和思想性的特征 。儿童科学文艺

158

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08.04.026



教育与儿童科学素质的培养 ,创造力的发展有着必然的内在

联系。

首先 , 儿童科学文艺教育与儿童创造力的发展有正相

关。儿童科学文艺的阅读教育活动和创造活动不是简单的

情感体验活动和逻辑推理活动 , 而是感知 、想象 、情感 、体验

共同参与并发挥作用的高级认知活动。 儿童科学文艺的阅

读需要敏锐的感知 , 细腻的情感 ,自由的想象以及在此基础

上逐渐形成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创造活动则是在看似无关

的事物之间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 发现事物的规律性 ,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认知范式 , 这两种活动都要求把丰富的 、

富有感性的认知活动和冷静的 、充满自由想象的 、指向性明

确的理性推理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与众

不同的创造性思想或产品。 儿童科学文艺是以科学的观点

介绍科学知识 、颂扬科学业绩 、启迪科学想象和智慧的。 作

品中的科学知识 、科学原理以及他们的应用范围 、发展方向

等 ,都有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 内蕴着科学创造的智慧 , 儿

童在欣赏和阅读此类作品的过程中 , 不仅能掌握丰富的科学

知识并能进一步引发自由的想象 , 激发对科学的兴趣 , 吸引

他们去求知 、探索与创造 , 进而促进创造力的发展。

其次 ,科学文艺本身的艺术性能激发儿童的创造潜质。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各种感觉器

官及对事物的感知能力 ,他们对人和事物的认识主要凭感觉

器官 ,通过感性而非理性的方式获得。随着抽象思维的发

展 ,儿童就能在丰富的感性积累的基础上 , 通过判断 、推理 、

归纳与抽象 , 在求异中有所发现和创造。科学文艺正是“把

描述的科学概念和原理化作具体的形象 、生动的故事 , 使得

科学普及有一种审美观照 ,以美引真 ,以真启美 , 使作品有高

度的观赏性” [ 3](P267)的 ,这恰恰契合了儿童认知 、审美与接受

的心理特征。而且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在于

抽象内容和知觉内容的和谐统一 ,审美活动不仅可以体验到

艺术品感性方面和情感方面的内容 , 同时由于丰富的感性中

包含着抽象的概念和范畴 , 反过来又更加深化了人的情

感” [ 4] 。这种情感很容易诱导儿童进入自由创造的境界 , 并

能整合作品中一些看似毫无联系或相互排斥的事物现象 , 异

中求同 ,形成新思维 ,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的 、实证的具体

操作。比如模拟作品中人物的言语行为 , 尝试做一次科学的

小发明等。而科学文艺自身的艺术性体现在人物塑造和情

节安排上 ,表现为人物的真实美与荒诞美的和谐统一及作品

对具体形象思维的极大突破 ,契合儿童开放的 、自由想象的

心理特征 , 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儿童认知 、想象与创造的空

间。故事情节的设置也给儿童以科学的 、诗性智慧的启发。

如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描绘了宇宙飞行的种种奇迹 , 对

宇宙的颜色 、光线明暗的变化 、星球的光彩 、失重的感觉 、宇

宙飞船内部的环境 、仪表的名称和操作等等都作了细致的刻

画 ,不仅背景真实 , 情节发展合理 , 而且符合科学发展的逻

辑 ,作品独特的艺术张力对开掘儿童创造潜质极有益处。

最后 ,科学文艺教育能规范儿童创造力发展的方向。因

为科学文艺并不单纯以传授科学知识为目的 ,它必须蕴涵一

定的思想 ,思想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而作品的思想性一方

面来自于科学的本身 , 通过对客观事物科学的阐述 , 向读者

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另一方面 , 思想性还来自于作家对

科学的思想态度 ,作品总要体现作家的世界观和真理观 。它

不仅体现科学自身的思想意义 ,也有意识地宣传科学的辩证

法 ,宣传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和勇于探索科学的精神 , 因

此科学文艺教育对培养儿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培养儿

童科学的伦理道德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及科学的探究方法 , 使

他们从小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 ,养成尊重科学 、热爱科学 、利

用科学创造世界的科学素养有极大的益处 ,这是儿童创造能

力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儿童创造力的发展起着导航的作用。

三 、儿童科学文艺教育与儿童创造力的培养

儿童创造力的培养从哪些方面入手 , 用什么方法来培

养? 笔者认为利用儿童科学文艺教育来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是一种符合儿童生理 、心理和成长需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利用儿童科学文艺教育激发儿童对科学认知与探究

的兴趣。

强烈的好奇心和认知 、探究新事物的兴趣是儿童创造力

发展的首要条件。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当个体原有的认知结

构与来自外界环境中的新奇对象之间有适度的不一致时 , 个

体就会出现`惊讶' 、̀ 疑问' 、̀ 迷惑' 和̀ 矛盾' , 从而激发个体

去探究。儿童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 , 这种好奇心是

激励儿童探究客观事物奥秘的一种内部动力 , 当他们由于认

知有限或者头脑中原有的概念和客观事物发生冲突时就会

引发他们的思考 ,进一步激励他们去探索未知的新情景 , 发

现未掌握的新知识 ,有时他们甚至可能会创造出令成人意想

不到的新成果。比如 , 一种奇思妙想 , 一个小发明 ,一篇颇有

见地的习作 ,一件创意新颖的艺术作品等。儿童科学文艺本

身不是科学知识 、科学道理或科学思想的简单说教和枯燥的

宣传 ,它是作家借助于具体生动的形象 , 通过大胆 、离奇的想

象 ,运用夸张 、拟人 、比喻等文学描写的手段于生动有趣的叙

述中展示科学知识 ,启迪科学智慧的。如俄罗斯卓越的儿童

文学作家维塔利·比安基的候物日记《森林报》以大自然为描

写对象 ,将自然科学知识寓于形象生动的叙述和描写中 , 尤

其是如何去发现和揭示森林的秘密和动物生活的奥秘 ,能够

激发儿童留心观察动植物的浓厚兴趣和热爱自然的情怀。

因此在引导儿童阅读科学文艺时就要善于利用作品的这些

认知特点 ,设置问题情景激发儿童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比如

在阅读法国著名科普作家亨利·法布尔的昆虫学巨著《昆虫

记》时 , 教师通过引导儿童了解昆虫的本能 、习性 、劳动 、情

感 、繁衍和死亡等特征 , 可以培养儿童观察 、试验 、探究的兴

趣 ,并使儿童以虫性反观人类社会 , 从小培养起科学的理性 、

科学的情怀与科学的睿智。 因为这种兴趣会促使儿童以科

学的态度 , 积极不懈地去思考 、探索新事物 、新世界的奥秘 ,

寻找 、发现新问题并对新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 甚至能从中找

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进而掌握观察世界 、认识世界的方法。

2 、利用儿童科学文艺教育激活儿童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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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 想象是人对头

脑中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 ,形成新形象的过程。想象产

生于问题情景 ,属于高级的认识过程 , 想象不仅能预见活动

的结果 ,指导活动进行的方向 , 而且它的新颖性 、形象性更是

创造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科学家的发明 、工程师的设

计 、作家的人物塑造 、艺术家的艺术造型 、学生的学习等所有

这些活动都离不开想象;另外 , 想象还具有补充知识经验的

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 , 有许多事物是人们不可能直接感知的 ,

如宇宙星球 、太空世界 、诗词所创造的意境等 ,但人们通过想

象可以弥补直接感知的不足 ,形成新形象。

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 、教育家布鲁纳的儿童叙事性智能

理论认为:“儿童的智能具有一种叙事性的结构 , 在儿童认识

周围世界 , 获得各种不同信息的时候 , 他们把周围所有的事

物都联系起来 ,从相互关系的方位去把握它们。因此在儿童

心目中 ,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某种可能的关系形成

一体的。” [ 5] (P56)并认为这种叙事结构的智能会使儿童经常把

面临探索的周围环境看作是有生命 、有联系 、有故事的世界。

这正是儿童泛灵观念与偏爱故事的合理注脚。儿童科学文

艺的文学性 ,既是传播科学知识的良好手段 , 又能帮助作者

将科学本身的奇妙动人之处以故事的形式形象生动 、富有情

趣地展示在儿童面前 ,使儿童能从文学的视野感受科学的诱

人魅力 ,那种奇妙的 、幻想的 、活泼的形象和巧妙灵动的构

思 、精细微妙的描绘 , 大胆离奇的夸张想象无不昭示着作家

创作的智慧 ,契合儿童的智能结构和审美想象。儿童与文学

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 天性好幻想好想象 , 他们的想象往往

令成人惊讶折服 ,而儿童科学文艺恰好张扬的是一种生命精

神 ,是对固有的现实生活的超越和解放 , 文本的叙事结构与

儿童的叙事性智能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 这就为儿童想象一

个可能的新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 , 如高士奇的科学诗《我们

的土壤妈妈》 、《太阳的工作》 、《原子的火焰》等就是运用丰富

的想象 ,把抽象和纯理性的科学概念化为生动活泼的形象。

儿童徜徉在科学文艺的殿堂里 ,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再造想

象和创造想象 ,进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比如读法国作家儒

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 可引导儿童跟随小说中的生物

学教授阿龙纳斯一起游历海底 , 在了解大量的海洋 、历史等

方面知识的同时 ,启发儿童借助丰富的想象领略色彩斑斓的

海底世界和作品富有戏剧性的惊险情节 , 感受作品雄浑的气

势和无穷的魅力 , 使儿童产生探究海底世界奥妙的强烈愿

望。科学诗 、科学童话 、科幻小说都有大量的幻想成分 ,它要

求把科学的理性概念化为幻想的感性形象 ,把对知识的解释

和虚构的故事糅合在一起 ,因此引导孩子们阅读这一类作品

时 ,就会不自觉地对作品中的那些感性材料进行分析 、综合 、

加工 、改造 , 并能够在头脑中进行创造性的想象和构思 ,进而

激发出创造的欲望。事实证明 ,儿童科学文艺中那些充满科

学精神的具有合理想象的作品 , 能启迪一代又一代人的智

慧 ,甚至能成为若干重大创造发明的先声。如美国潜水艇发

明者之一的西蒙·莱克就曾说:“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

的总指导” 。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北极飞行的飞行员阿特米纳

·拜特也曾说:“第一完成这壮举的人 , 并不是我 , 而是凡尔

纳 ,给我领航的是他 。”可见被尊称为科学幻想之父的儒勒·

凡尔纳的作品不仅开发了几代人的创造想象 , 而且对潜水事

业 、航空事业等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3 、利用儿童科学文艺教育开拓儿童的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 , 提出新的方案

或程序 ,并创造出新思维成果的思维活动 , 是人类思维的高

级形式 ,是多种思维的综合表现。它既是发散思维与辐合思

维的结合 ,也是直觉思维与分析思维的结合 , 与逻辑思维也

有密切的联系。

儿童的思维特点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 他们用自己的眼光

来看问题 ,这使得儿童的思维没有固定的框架 , 因而能以全

新的视角观察世界。儿童的想象取向又是多维万向的 ,是没

有层次的 、跳跃的 、多变的。他们想象的事物的关联性不强 ,

并能任意组合。“这种不受习惯性思维框架束缚的联想———

想象 ,是一种可贵的品质 , 它与创造思维中的自由联想 ,类比

联想等思维方法极其相似 ,及时加以保护和培养 , 就可构成

创造力的基因[ 6] (P41)。科幻小说是最具有创造性想象的文学

样式 ,为儿童成长过程中创造性思维的有效形成起着保护 、

激发与引导的作用 , 对儿童创造思维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次飞入太空 , 揭开人类征服外层

空间的历史之前 , 科幻小说就曾描写了人类远征太空的情

景。这说明充满科学精神的合理的或创造性的想象是创造

性思维的表现 ,是发明创造的摇篮 , 是科学发明的先导和动

力。现代科幻小说的奠基人凡尔纳就是敏感于当时的科学

成就 ,他“不仅求助科学以证实自己的幻想 ,而且将这种幻想

升华为将来某一天必能实现的远见与高度。 他凭借渊博的

知识 ,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预见了 50 年后甚至 100 年后才能

实现的科学成果。” [ 7] (P239), 他的《海底两万里》中描写的“鹦鹉

螺号”比工程师罗勃夫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潜水艇早 10 年。

以创作《基地》 、《机器人》而蜚声文坛的美籍犹太人艾萨克·

阿西莫夫刚开始写机器人小说时 , 机器人科学尚未发展起

来 ,等这门科技发展得相当有成果时 , 几乎每一本有关机器

人发展史的书籍都提到他和他发明的“机器人三定律” 。 虽

然小说中没有提供制作这些新器械的方法但却展示了创造

这些新器械的创造性思维 , 它使得创造成为可能。当然“创

造性思维离不开逻辑思维 , 创造性思维具有求异性 , 而求异

思维需要有规律地进行 ,缺乏逻辑思维势必影响创造性思维

的发展。” [ 8]由于科幻片或科幻小说悬念的设置和错综复杂 、

扑朔迷离的情节安排 , 给读者制造了强烈的阅读期待 , 在观

看科幻片或阅读此类作品的过程中 , 应该教给儿童通过分

析 、综合 、抽象 、概括的思维过程来解决问题 , 最终达到突破

一般规律 ,有所发现 , 有所创造。具体可以通过启发儿童不

断的猜想故事情节 、假设问题情景 、按某一思路或某一线索

进行推理 、判断 , 预测故事的结局或主人公的命运等 , 随着儿

童阅读的展开 , 他们的假设 、猜想 、推理便能一步步得以验

证 ,这样不仅能使他们体验到主人公全部的喜怒哀乐 , 而且

能验证 、比较 、训炼自己的创造思维能力 , 并能感受到现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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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无穷魅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这种既具有严谨的事理逻

辑又不拘泥于已有思维定向与陈规的发散思维 , 能有效激发

儿童开放的创造性思维。许多未知的领域就是在这种超越

一般思维模式的想象中首先建立起一种假想的模型 , 并在创

新的思维中进行探索 、证明 , 再探索再证明。这是儿童创造

力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在这个复杂的思维过程中 , 儿

童的创造性想象便能得到肯定 , 并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 , 儿

童的创造性思维也能一步步地获得展示 、验证与深化 , 从而

有效促进儿童创造力的发展。

总之 , 儿童科学文艺能满足儿童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 ,对儿童的创造性想象 、创造性思维乃至创造力的发展具

有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 值得引起学术界

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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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ienc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of children plays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reativity.This article explain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s creativity ,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reativity , and how to improve their cre-

ativity by the above-mentioned education , whereas its aim is to arouse more attention of academia and teaching staff to

the subject and provid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fostering children' s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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