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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活動是一種探索未知的創造，而不
僅是簡單的重複勞動（勞心與勞力）
所以單憑自己、他人的經驗或現有的方
法，是很難取得成果的，
因此必須採用科學的方法，創造的過程
中應注意事項及可以採用的一些思維方
法，以對進行創造性的思考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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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活動的過程
創意思維起源於創造活動，創造活動
的開始在於問題的出現，而通常創造
性思維的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1.準備期。
包括發現問題、搜集資料、考察問題的背
景、評估問題的價值、明確問題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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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問題。
問題是創造性思維的動力，它可以激起創造
的熱情，促進創造實驗活動的開展，所以明
確地提出問題，就等於問題已解決了一半。
所以愛因斯坦認為，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
決一個問題更重要。因為提出新的問題，從
新的角度去看舊問題，需要有創造性的想像
力，同時必須要瞭解引起問題的重要事實，
以及在解決問題上已有的前提條件，如理論
與研究上現有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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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進行選題的時候要把握四個原則：
A.需要和實用性原則，能夠產出具有新原理、
新結構、新組合、新外觀、新功能的成果，而
為社會提供服務。
B.創新性原則，能比現有同類事物進步，能解
答現尚不能解答的現像或推翻現有的學說或經
驗之論。
C.科學性原則，發明創造的原理要符合事物發
展的客觀規律，有科學的理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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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可能性原則，如
a.創造發明過程所涉及的知識是否都已基本具備；b.
關鍵是否已找到、難度如何，是否具備解決的能
力；
c.創造發明的工藝是否可行；
d.預測創造發明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或不利的
因素，它們是否可以避免或排除。

要清楚的表述問題，這個表述不是提出問題
者的表述，而是要解決問題者對這問題的表述、理
解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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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搜集事實
在問題清楚表述後，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就要
廣泛的收集訊息，但有時候要獲得已知條件是很難
的，甚至是無法得到的，
這時可以採取聯想、類比、推理等方式，如用推
理、從已知的事實中推斷另一事實是否發生過，這
種推斷出隱含事實的過程，也屬於搜集事實的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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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中注意於主要事實，即抓住關鍵

(4)提出假設

假想是創意的前提，它可以揭示事實的奧秘，邁出探索
的第一步，因為如果沒有假設，就很難在不同事物中
發現其共同點，從未知中事物找出已知，從已知事物
中預測未知，

所以沒有假設，要想發現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的新規律，
要推進工藝、推出新產品是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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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假設提出後，還要盡可能想出其正面和反
面的論據，特別是收集其反面的論據，並克
服情感，主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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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蘊釀期

對累積的資料和訊息進行篩選、分析綜合、歸納概
括，
對各創新方案（假設）進行比較，對各疑問反複思
考，
在此時期，因為已掌握資料的多少、優劣，個人的
知識經驗，綜合分析的能力，可能確定假設，也可
能進行局部修訂，甚致全部改變。而獨創性愈高，
醞釀構思的難度也隨之增加，有時醞釀的時間可以
長達數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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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階段，會出現解題的壓迫感，而在假設
確定後就會產生解決問題的強烈願望，甚致
引起緊張的強迫狀態，而將全付身心投入解
題的活動，有時則可將問題通盤思慮後，交
由潛意識去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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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醞釀時間所以可能長達數年，可能有
以下原因：
(1)各種因素間的關係難以明確
(2)假設誤入歧途而又積重難返
(3)對假設猶豫不決下不了決心
(4)形成頑固的思維定勢難以突破
(5)個人現有的知識和能力的限制。（孫建
霞、柳新華編著，創新：奔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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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朗期

在醞釀期的各種疑難、困惑解決了，而答案常
是在突然之間就出現了，所以靈感和直覺是
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活動，它有時是逐漸到
來，有時是突然發生。

如牛頓因為一顆蘋果從樹上落下，而想到蘋果
落地是因為被地球的引力吸下來的，於是發
現萬有引力定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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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驗證期

先要檢驗成果的合理性、科學性，其次要利用觀
察、實驗的方式檢驗其應用性、價值性、真理性，
而實踐檢驗的重要，
是因為經過這過程，才能使不精確的變成精確，不
完善的變成完善，使錯誤得以導正。所以科學的假
設都要進行大量的實驗，一直到某一項規律被發
現、被證明、被確定為止。



二、創造性思維的方式
1.擴散思維

• 以下介紹幾種創造性思維的方式

1.擴散思維。是在解決問題的思考過程中，以一問
題為中心，但不拘泥於這一點，而是從現有的資
料儘可能地向四面八方做輻射狀的思考，探尋各
種可能的答案，並允許聯想、想像的存在。

這也是擴散思維能夠產生眾多創造性新設想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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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思維可以是空間上思維的拓廣，從多方位、多
角度、多層次的思維，以突破點、線、面的限制，
擴散思維也可以是時間上思維的推廣，從現實、過
去與未來三方面來思考問題。

擴散思維有三個特點：

(1)流暢性，能拓展思路，而不被常規或定勢所限。

(2)變通性，能考慮各種不同的答案或設想。

(3)獨特性，能激起一般人想像不到的巧思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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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紅磚的用途有築牆、舖地、鋪路等，可指出十
幾種，

但如採取擴散思維，就其形態、材資、結構、功
能、組合和因果進行擴散，其用途即可擴充數十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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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歛思維。

也稱為求同思維、集中思維。

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儘可能利用已知的知
識和經驗，把各種訊息引到條理化的邏輯程
序中，沿著單一的方向進行推演，以找到一
個合乎邏輯規範的完滿答案。

它的思考方式包含分析、綜合、歸納等，它可
以集中各種理論、信息、知識、方案等以提
出更週詳的假設，進行比較選擇，俾找出最
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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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歛思維也具有三個特點：

(1)嚴謹性

以邏輯規則進行推理論證，重視因果關係，不贊成
聯想、想像。

(2)單一性

在同一時間、條件下，在各種方案中只有一個是最
好的。

(3)求實性

在搜集大量訊息後，經由分析、綜合等等方式而獲
得方案後，必須對方案進行實踐檢驗，如有不符
合處，便重行對問題進行研究分析。

185



收歛散維與擴散思維具有互補性，因為擴散
思維的各種答案，要經過收歛思維的綜合、
比較、求同之後，才能確定；

但收歛思維強調科學性，實事求是，會局限住
思維的空間，此時擴散思維又正好濟其不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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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逆向思維。

逆向思維也稱反向思維，是從常規的反方向去
提出問題、認識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並
因此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補充。

易言之，逆向的方法，就是反過來想，亦可異
途同功。但逆向思維並不是反常思維，而是
建立在理性思維和科學方法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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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思維的方式有二：

(1)從現有事物的相反結構和形式設想發
明，如過去大客車的引擎都放在車頭，現
則放在後部的車尾。

吸塵器，原來是模仿吹風機把灰塵吹到旁
邊，結果塵土飛揚，吹塵不行，反過來吸
塵又如何了？就出現今天的吸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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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過倒轉現有事物的因果關係來進行創造發明。

如聲音引起振動，倒過來想，振動能否還原回聲音，
愛迪生發明了留聲機。物理學家奧斯德發現電流能
產生磁場的電磁效應，法拉第逆向思考，那麼磁場
是否也能產生電流了？結果他在1831年證實磁場也
可以產生電流，這就是電磁感應定律。

原子筆用久了會漏油，因為筆珠的耐磨性不夠，但與
其設法提高筆珠的耐磨性，不如控制蕊油的量，在
筆珠尚未磨損前將油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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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逆向思維有助於發現處理隱蔽狀態下
的事物的反面屬性，以加深對事物另一
方面本質的認識，並且逆向思維的求異
性，能夠發現事物的差異性，現象和本
質的異質，已有理論與知識的局限性，
對慣常所見抱著懷疑、分析、批判的態
度，它的這些特性正是創造思維的本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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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橫向思維。

橫向思維是橫向的向空間發展，向各方向擴散
的思維，通常背離理性的邏輯規則，而探索
各種可能，並容忍失敗的存在，以使信息的
搜索過程更具有創造性，同時透過自由聯
想，向主導觀念挑戰、進行想像，提出創造
性的方案，最後進行綜合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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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思維有兩種訓練方式：

(1)對側向的注意。

A.在解決問題的時候，故意暫時忘掉原來佔主導
地位的想法，而去尋找原本不會去注意的另一
種思路。

B.不從正面突破而是進行迂迴突擊。

(2)間接注意。注意力不直接指向目標，而是經由
注意與最終目標有關聯的間接目標，以達到目
的。如犧牲眼前利益，換取長期利益，所以在
享受順坡而下的滑雪快感前，必須先艱苦的攀
登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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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思維可以延緩立刻對問題作出唯一的判斷，
有利於產生更多的新想法、新方案，故具有啟發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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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縱向思維。

縱向思維是直線式的思維。縱向思維起於某些
假設、前提、概念，然後將研究對象分解成
客觀存在的各個組成部份進行研究，瞭解其
在空間分佈上整體的各組成部份，在時間發
展上整個過程的各階段，及統一體的各要素
和屬性。

縱向思維的每一步都是被邏輯所規範的，只尋
找固定的目標，並排除不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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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統思維。

是從事物的整體和全局出發，對系統內整體與
部份，部份與部份，整體與外部環境間的相
互聯繫、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係及其規
律性，進行精確的、綜合的考察，以獲得最
佳方案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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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三個特性：

(1)整體性，不能只把注意力集中在單一目標上，
而必須具有整體觀。

(2)辯證性。經由事物的聯繫與發展中進行全面的
考察，故不強調個體的最佳狀態，而要求系統
的最佳狀態，改善系統結構。

(3)綜合性。對系統進行綜合處理，各種條件、功
能、技術相互配合，以追求整體的最佳功能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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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較思維。

比較是確定事物間共同點和差異點的方法，
以找到發明、改進的契機，如將不同廠牌
的同一產品進行分解、比較，可以改良自
身的產品；

對一事物所產生的許多解決方案，也要經由
分析，比較以選出最好的方案；比較不同
市場，消費者不同的口味和文化背景，一
家速食連鎖店就可以調整產品結構及行銷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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