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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性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它是指个体产生兼具独特和有用的产品的能力。概念图是一

种图形组织者,用于表示节点和连接词的想法的顺序,形成命题陈述,被发现能够促进创造性。本文介绍

了两项关于概念图对创造性具有促进作用的研究。一项研究利用AUT任务发现了概念图对言语发散思

维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交叉连接的重要作用。另一项研究发现使用概念图对所给图片进行故事创作,比使

用文字模板更能产生有趣、清晰的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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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ng Effect of Concept Map on Students'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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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vi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t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produce unique and useful products. Concept map is a kind of graphic organizer, which is used to represent the 

order of ideas of nodes and connectives, form propositional statements, and is found to promote creativ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wo studies on the role of concept map in promoting creativity. One study using AUT task 

found the role of concept map in promoting verbal divergent thinking, especially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oss 

connection. The other study found that using concept maps to create stories for given pictures can produce 

interesting and clear picture stories better than using text 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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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今中外,许多创造性的发明都是

将两个通常看起来毫无共性的概念结合

在一起的结果。作为促进个人和社会发

展的核心,创造性在研究中受到了很多

关注(Pang & Plucker,2012;Roskes, De 

Dreu, & Nijstad,2012)。吉尔福特(1950)

对创造力的理解源于智力的结构模型,

他将创造力定义为任何新的、前所未有

的、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创造

力似乎是天赋、知识、能力、内在动机

和人格特质的结合,此外还受到环境条

件的支持。Mayer(1999)通过回顾过去50

年来创造力的研究指出,创造力是指产

生兼具独特和有用的产品或想法的能

力。个体的创造性能够通过其创作的产

品显现出来,采用新颖性和适用性这两

个维度可以有效评价创造性的产品或结

果。如果这个过程依赖于更广泛的知识,

它甚至会更有益,因为创造力绝不会凭空

产生(Mumford,Mobley,Uhlman, Reiter 

-Palmon, Doares, 1991)。因此,为了有

目的地培养创造力,知识的激活和概念

的结合这两个过程常常被考虑在内,因

为它们每一个都与创造力高度相关(Ma, 

2006;Scott,Leritz,&Mumford,2004a)。 

知识是创造过程重要且必不可少的

部分,因为它构成了后续过程的基础。

Weisberg(1999)甚至认为创造性思维可

以理解为直接应用知识的过程。因此,

较长的知识激活期是增强创造性问题解

决的先决条件(Ma,2006)。知识对创造力

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都得到了证明。

Rich和Weisberg(2004)指出,具有高度

创造性的产品通常建立在以前的作品基

础上,而新的作品通常可以被视为创作

者已知的现有作品的延伸和合成。当鼓

励人们应用联想知识时,产生的想法的

数量和质量 高,因为他们激活了知识

的更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产生想

法的数量影响一个人的创造力,质量对

进一步的创造性思维也很重要(Mumford, 

Baughman, &Sager,2003)。而在这个知

识激活的过程中,人们倾向于检索认知

结构中那些经常使用的部分,导致习惯

性思维,从而减少了创造性的输出。为

了减少习惯性思维,可以采取提高知识

激活广度的方法,而概念图是一个好的

选择。 

概念图是一种图形工具,它允许学

习者呈现、关联和交流概念知识,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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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认知结构或图式上(Novak, 

2010)。它们通过连接词组成命题来展示

概念,具有层次结构,并展示每个概念和

命题之间关系的重要性(Novak & Cañas, 

2008)。概念图的构建要求学习者利用长

期记忆中的图式,处理新信息并将其置

于现有的认知结构中。概念图被广泛应

用于教育领域中,它能够简洁高效的展

示概念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理解学习

材料,促进有意义学习。许多研究概念图

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联

(Xiaobo Xu & Weiguo Pang,2020; Natalie  

Simper等人,2016)。本文介绍了两项关

于概念图对创造性具有促进作用的研究。 

1 概念图促进言语发散思维 

该研究通过三个实验系统地考察了

概念图作为一种知识激活方式是否能够

提高个体在言语发散思维任务中的表

现。言语发散思维能力由替代用途任务

(Alternative Uses Task, AUT)测得,

包含流畅性、独特性、灵活性等三个指

标。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被试被要求在五

分钟内对普通物品(如“塑料瓶”)产生

尽可能多的替代性用途。例如,“风铃”

和“沙漏”可以被列为塑料瓶的替代用

途。流畅性是AUT任务产生的有效使用的

总数,独特性是仅由一个人产生的想法

的数量,灵活性是每个被试使用的概念

类别的数量。首先考察了概念图创作能

力与言语发散思维的关系,本研究的自

变量为概念图能力的四个指标：命题、

层次、交叉连接和举例；因变量为AUT

的流畅性、独特性和灵活性。在概念图

能力的4个指标中,只有交叉连接与AUT

流畅性(r=0.33,p=0.046)、独特性(r= 

0.48,p=0.003)和灵活性(r=0.32,p= 

0.056)呈正相关。 

其次,在实验二中设置了阅读条件

(对照组)、无交叉连接概念图启动(CM)、

有交叉连接概念图启动(CMC)三种条件,

进一步考察交叉连接是否对言语创造性

有特殊影响。结果显示对照条件和CM条

件里,被试的AUT表现无显著差异,而CMC

条件下,被试在AUT流畅性、独特性、灵

活性等指标上均要由于其他两种条件。回

归分析显示,CMC条件时,被试产生的交

叉连接数量能够显著预测AUT流畅性。可

以说,交叉连接是概念图促进AUT表现的

重要因素。另外,实验三发现分离联想能

力(个体关于目标概念进行远距离联想

的能力)是交叉连接和AUT流畅性关系的

完全中介变量。 

未来的研究首先可以使用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技术来进一步检查交叉连接的

产生是否会激活与远程语义组合相关的

大脑区域(如右前颞区)(Jung-Beeman等

人,2004)。其次,由于本研究被试主要

为女性大学生,所以以后的研究需要性

别平衡样本的研究来检验研究结果的

稳定性。第三,一些研究表明,在促进概

念理解和知识获取方面,合作概念图比

个体概念图更有效(Brown,2003;Kwon & 

Cifuentes,2009)。因此,未来的研究可

以进一步探讨群体合作的概念图是否能

比个体概念图更有效地刺激个体言语发

散思维的表现。 

2 概念图促进图片故事创造性 

这项研究检验了概念图在图片故事

中支持创造力发展的使用,假设概念图

帮助组织信息的功能可以提高创造力。 

本研究选取了28名大学生被试,目的

在于探讨两种支架在图片故事创作中对

叙事计划发展的帮助。概念图允许想法的

灵活安排,因此允许被试调整故事结构,

并绘制整个故事大纲。一个实验组收到了

一个概念图模板,它显示了概念之间的基

本联系,因此允许被试用他们自己的想法

填充进去并重新排列概念图。另一组则收

到一个基于文本的模板,列出基本概念,

允许线性排列想法。以线性的方式规划,

一个人只能表达一种顺序的想法,联系可

以忽略。而概念图的排列灵活,易于更改

和重新排列,并且使用交叉连接来串联想

法,并且在排列上具有固有的非线性。在

这项研究中,创造力被定义为在具有审

美吸引力的产品中表现出来新颖性(原

创性)、复杂性(兴趣)、清晰性且能够被

观众理解。结果发现,与基于文本的方式

相比,使用概念图模板可以帮助大学生

生成更有趣、更清晰的图片故事。照片

故事的清晰度增加了它们作为创意产品

的实用性。研究的两个局限性是样本量

相对较小未来的研究应采用更大的样本,

并在更长的时间内进行规划指导。如果

这项研究是在学校环境中进行的,就有

可能将概念图作为学习的一个组成部

分。然而,要在学校环境中收集必要的样

本大小,可能需要多个教师提供一种或

另一种类型的指导,无法做到随机分配。

如果可以使用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样本,

那么可以相信概念对这种图片故事创造

性的影响将更容易被观察到。 

3 小结 

关于概念图与创造性的关系,以上

两项研究进行了有力证明。概念图不仅

能够促进言语发散思维,而且促进了图

片故事组织的创造性,提高了故事的清

晰性与趣味性。局限性在于大多数研究

均选择大学生作为被试,以后的研究可

以考虑选取中小学生作为被试。 

此外,我国推行“双减”政策,可以

考虑将概念图创作能力与创造性思维的

训练作为学生的课外活动形式与课后作

业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学生的学

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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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数据库简介： 
CNKI介绍 

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1999年3月,以全面打通知识生

产、传播、扩散与利用各环节信息通道,打造支持全国各行业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总目标,王明亮提出建设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并被列为清华大学重点项目。 

CNKI 1.0 

CNKI 1.0是在建成《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基础工程后,从文献信息服务转向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转型。CNKI1.0目标是面向特定行业领域知识需求进

行系统化和定制化知识组织,构建基于内容内在关联的“知网节”、并进行基于知识发现的知识元及其关联关系挖掘,代表了中国知网服务知识创新与知

识学习、支持科学决策的产业战略发展方向。 

CNKI 2.0 

在CNKI1.0基本建成以后,中国知网充分总结近五年行业知识服务的经验教训,以全面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创新服务业为新起

点,CNKI工程跨入了2.0时代。CNKI 2.0目标是将CNKI 1.0基于公共知识整合提供的知识服务,深化到与各行业机构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

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其重要标志

是建成“世界知识大数据(WKBD)”、建成各单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大数据”进行内外脑协同创新、协同学习的知识基础设施(NKI)、启动“百行知识创

新服务工程”、全方位服务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共建“双一流数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