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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儒家传统价值观是否对研究生创造力产生影响,本研究利用问卷对242名学生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和创造力进行了测量,并对儒家

传统价值观高低两组学生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儒家传统价值观对研究生的创造力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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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全球竞争和形势复杂的世界,创造性智慧和创新能力正迅速成

为个人和国家脱颖而出的必要条件。斯腾伯格(Sternberg)的创造力投资

理论认为,创造力的发展离不开对各种资源的利用,包括智力、知识、思维

风格、人格、动机和环境
[1]
。其中,环境对创造力有重要的影响。创造行

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成果。因此,个人所处的文化,作为一个大环境,

对创造力和创造行为影响深远。 

儒家价值观是一种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观念形态,几千年来,在我

国封建社会占据着统治地位
[2]
。该社会价值观对当代学生的创造力有着

怎样的影响,过去的讨论仍未给出统一的答案。张光曦和金惠红
[3]
认为,

传统价值观的特征之一是集体主义,它定义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边界,

使得社会中的个体从属于某个小团体,虽然这不利于知识分享,但能够

促进知识的深度加工。第二,传统价值观中的权力距离让学生对权威采

取认同不反驳的态度,这阻碍了创造力的发展。传统价值观的第三个特

点是中庸思维,一方面,这种思想因为强调和谐,缺乏挑战精神,无法激

励新的想法。但另一方面,由于重视关系,这促进了信息的共享,从而激

发学生的创造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大学、培养创新型

人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研究生作为我国科

研队伍的新生力量,拥有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为了进一步了解如何培养

研究生的创造力,有必要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提出问题：

具有不同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研究生之间的创造力是否存在差异？ 

1 文献综述 

过去的实证研究对中外学生创造力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西方国家学

生比中国学生更有创造力。比如,纽埃(Niu)和斯腾伯格(Sternberg)
[4]
比

较了美国和中国大学生创作的艺术创造力,发现与中国学生相比,美国学

生的创作更具创意和美学吸引力,这种差异得到了中美评审的认可。在查

(Zha)
[5]
等人的另一项研究中,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具有更多的创造性潜

能。而新加坡学者吴(Ng)出版的批判亚洲人创造力的畅销书《Why Asians 

are Less Creative than Westerners》
[6]
更是让这种创造力的文化差异

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中国文化对创造力的抑制作用。何友晖
[7]

等人指出,传统文化具有认知保守性,因而使得中国人忽视创造力的培养,

多维思考能力较弱。姚(Yao)
[8]
等人探究了中庸思维对学生创造力和创造

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中庸思维阻碍了创造力向创造行为的转化。 

关于传统文化与创造力的关系,过去的研究还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张

光曦和古昕宇
[9]
对290名来自国企、外商独资、民企、外企的员工进行了

调查,发现中庸思维能够促进员工创造力。然而,郭晶
[10]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阻碍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他从传统文化中自足自夸的人生态度、群体认

同原则、中庸之道、封闭保守和直觉主义的角度论证了其对青少年创造力

的消极影响。与之相反,石中英
[11]

认为抱有这种创造性人才培养上的文化

自卑是不可取的。他将儒家传统价值观总结为七个方面：“天人合一”、“人

性本善”、“民惟邦本”、“居仁由义”、“知耻自省”、“贵中尚和”和“自强

维新”。其中,“天人合一”鼓励人们不断创新,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与

社会,“贵中尚和”强调创新不是简单的否定过去,而是建立在综合前人成

果的基础上,而“民惟邦本”、“居仁由义”、“知耻自省”代表了创造行为

应遵循的价值原则。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山东农业大学等

15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问卷通过网络发放,共发放问卷286份,获得有效

问卷242份,有效率为84.6%。其中,男生65人,女生177人,文科(文学、教育

学、哲学、历史学、法学)168人,理科(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经济学、

管理学)74人。 

2.2研究工具 

2.2.1传统价值观量表 

由台湾学者杨国枢
[2]
编制,共包含五个因素：家族主义、谦让守分、

面子关系、团结和谐、克难刻苦,其信度分别为0.87、0.82、0.71、0.84、

0.60。共40个项目,采用四点计分。 

2.2.2 Kaufman领域创造力量表中文版 

由考夫曼(Kaufman)编制,后由中国学者涂翠萍等进行翻译和修订
[12]

。

中文版包含五个维度,各维度信度介于0.80-0.91,总量表信度为0.93。共

50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 

3 结果与讨论 

如表1所示,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具

有不同传统价值观的学生在创造力上呈现出显著差异：传统价值观强的研

究生创造力更强。表2为创造力与传统价值观各因子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创造力与因子团结和谐呈显著正相关。 

表1 传统价值观不同学生的创造力差异比较

传统价值观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t值 p值(双侧)

创造力 弱 121 144.68 31.32
-1.976 .049

强 121 152.62 31.22
 

表2 创造力与传统价值观各因子Pearson相关性分析

家族主义 谦让守分 团结和谐 面子关系 克难刻苦

创造力 .077 -.013 .133* 0.90 0.34

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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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读。首先,该结果与前人的推测和发

现一致
[9],[11]

。其次,孔子论证并倡导一种道德和社会创造力的概念,强调创

新应带来循序渐进的变化,而不是剧烈的革命。他支持以过去的智慧为基

础的渐进式变革。因此,儒家传统价值观不会阻碍创造力,而是反对激进

的、否定一切的创造行为。再次,通过对过往52项实证研究进行Meta分析,

萨鲁吉(Sarooghi)
[13]

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创意更易转化为创新行为,

这支持了本研究创造力与传统价值观因子相关的结果。 后,本研究采用

了自我评价的测量方法,而创造力的测量方法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吴(Ng)

和费尔德曼(Feldman)
[14]

比较了自我报告和非自我报告两类创造力测量方

法,发现当使用自我评价的测量方法时,大多数自变量与创造力之间的关

系更紧密。 

4 总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具有不同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研究生,在创造力

上呈现差异。相较传统价值观弱的学生,传统价值观强的学生创造力更强。

并且,学生的团结和谐这一价值观与创造力呈正相关。在未来的教学中,

学校与教师应发扬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学生创造力的积极影响,并避免其对

学生创造力的不利影响。营造校园和班级的和谐氛围,建立团结友善的人

际关系,从而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当然,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未来的

研究可以对更大的样本量进行研究,对创造力的测量手段可以更加丰富,

包括创造性产品分析法、创造力测验法、创造力实验法和个案研究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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