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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创造性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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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概 念 阐 释

创造力在心理学上被认

为是一种复杂多维的能

力，它的核心是创造性

思维，原创性和实用性

是其重要特征

问题解决是“由问题情

景引起，按照一定的目

标，应用各种认知活动、

技能等，经过一系列的

思维操作，使问题得以

解决的过程”。研究中

可分为一般问题解决和

复杂问题解决

从不同角度认识创造性问题解决，它既可以是一个过程，也可以是

一种能力。大多数学者将其当作一个方法论框架，旨在帮助人们在

问题解决过程中利用创造力实现目标，增强创造性表现的可能性



使用新想法更有效地解决问题01

02

03

p 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表现

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或在有限时间内找到不同解决方案

解决各种问题，通过修改想法以适应不同情况，将想法分组

详细阐述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能够逐步解决问题，包括
清楚地解释问题并扩展主要思想以完成更多工作04



在创造性问题解决研究领域的大部分学者认为：

• 所有人都有创造力

• 创造力可以在极为广泛的领域或主题中在所有人中表现出来，可能以几乎无

限的方式表现出来

• 创造力通常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偏好或风格来实现或表现的

• 人可以创造性地发挥作用，同时在不同水平或程度的成就或意义上富有成效

• 通过个人评估和有意干预，以培训或指导的形式，个人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

的创作风格，提高自己的创作成就水平，从而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潜力

p 科学共同体秉持的共同信念

如
何
激
发
自
己
的
创
造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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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创造性问题解决



p 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

创造性思维过程

发散→收敛

问题解决一般过程

问题界定→提出方案→评估和选择方案→实施方案→评估结果



p 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

常用的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

发散

收敛

理解挑战

↓

产生想法

↓

准备行动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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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行 为 建
议

不利行为 有利行为

• 过早收敛。指在还未充分发散、讨论的情况下，仓促确定

问题解决方案

• 认知固着。与过早收敛相似，指未深入思考、凭惯性思维

思考问题解决方案，导致方案难以突破创新

• 沟通阻碍。指团队缺乏开放轻松的安全氛围，以至于成员

不敢或不愿发表自己的观点

• 团队冲突。包括过程（分工问题）和关系（私人矛盾）的

冲突，建议寻求教师帮助或小组自行协商解决

• 延迟判断。建议学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批判行为，如打

断他人发言、在他人发言后立马表示反对等，学会聆听

• 广泛寻找额外信息。创造创新的前提是知识储备，而广泛

探寻相关事实信息比有限地搜索更有助于激发创造力

• 自我监控与反思。开放交流想法，并对想法和行为进行建

设性反思

• 巧用思维工具。主动选用头脑风暴、六顶思考帽、同理性

地图、5Why、HMW提问法等等现有的思维工具辅助思考



2011年，大众汽车品牌开启“大众自造”项目，面向中国公众提供一个探索未来

汽车设计与制造的对话平台，以激发公众的创意和灵感为目的，以互联网和跨媒

体渠道为沟通工具，以“设计”“个性化”“环境”等为主题，开启了大众汽车

与中国每一个有汽车梦想的人进行沟通的创新渠道。

在此平台上，每个阶段都规划了设计竞赛、互动交流、投票评选等活动，不仅集

思广益，而且通过交流评价不断迸发创作灵感。据统计，在该项目上线后短短八

个月内，注册用户突破26万人，并收集到9.4万份汽车设计创意作品。

当提到“汽车设计”时，一般消费者的反应可能是：我不懂专业知识，它离我太

遥远。但当提到“你对现在的汽车设计有什么不满”时，大多数人一定有很多想

法。而这些“不满”正是创新的突破口。

p 协作创造性问题解决案例——开放式创新

2013年“大众自造”收官之作

上述案例充分体现了创造性问题解决中强调发现需求、开放交流、

发散设计、建设性反思等特点



学习建议

    创造性问题解决与一般问题解决不同。

• 一般问题解决更强调高效地解决问题，关注结果实现，这个解决方法可能

已经得到很多前人经验的验证。

• 创造性问题解决更强调解决问题时主动调用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寻求新

的解决方案。

    受传统理念和惯性思维的影响，人们在初次体验创造性问题解决训练时，

会感到不适，“很多发散而得的想法并不实际，最终仍会被抛弃，我为什么还

要在此投入时间精力？”

    然而，创造力数十年的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走老路“快速收敛”的思

维方式，“先发散，后收敛”的思维路径更有利于量变引发质变、激发创新。

    转变思维方式不易，努力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思维习惯的思考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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