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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思维能力的发展，是大学生思维能力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关于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培养的研究中，直觉思维的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

重视，至今没有系统的研究。本文力求揭示直觉思维

的本质以及大学生的直觉思维在创造活动中的作

用；结合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实际，提出培养大学生

直觉思维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直觉思维的本质

直觉的英文是 +,-.+-+/,。这个词可以译为“直觉

力”、“洞察力”、“直观”。它是指对事物的直接了解或

认知。贝弗里奇认为，直觉是“对情况的一种突如其

来的颖悟或理解，也就是人们在不自觉地想着某一

题目时，虽不一定但却常常跃入意识的一种使问题

得到澄清的思想。”0 ! 1他又说：“直觉即是指突然跃入

脑际而能阐明问题的思想”。 0 # 1 贝弗里奇的观点，在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直觉的含义，但它却与灵感混淆

起来了。德国数学家施特克洛夫认为，真理是凭着我

们称作直觉的感觉得到的；直觉用现成的判断，不带

任何论证的形式进入意识。也就是说，直觉是一种无

意识的思维。这种“无意识的思维”与逻辑思维不同，

因为逻辑思维是我们有意识地按照推理规则进行

的。施特克洛夫认为，直觉就好象是思维的“感觉”。

不过，人们通过感官的感觉，只能认识到事物的现

象，而用直觉则能够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

此，直觉也可以说是思维的“洞察力”。施特克洛夫虽

然夸大了直觉的作用，但对它的剖析在一定程度上

触及了直觉的真正含义。

直觉是主体对于出现在他面前的新事物、新现

象、新问题及其本质的直接识别和综合的、整体的判

断。也可以说，直觉是一种“直接领悟”的思维。

一般说来，直觉具有如下基本特点：!突发性。

它看起来似乎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某种突然而来的

飞跃现象，即一个意象、一个概念、一个命题突然在

脑海中出现。"直接性。指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理

解或认识不是通过其他命题而进行的自觉推理。或

者说，在这里，没有思维的逻辑论证以及对其产生的

原因的自觉意识。#非分析性。直觉思维与分析思维

不同，“它不是以仔细的、规定好的步骤前进为其特

征的”&布鲁纳 *。在直觉思维中，思维主体可能把逻

辑推理程序浓缩或者违反某种固定的逻辑规则而直

接地得出结论。

在西方心理学界，不少人把直觉与逻辑割裂开

来，完全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一种新的有创见的思

想的产生完全是由直觉支配的，而逻辑只是对直觉

认识所形成的概念和原理再加以分析和评价。他们

把一切暂时无法进行逻辑分析 &注意：他们把逻辑过

分狭隘地限制为演绎的命题系统 * 的认知结构都归

为直觉，似乎，创造性成果都是非逻辑地从自我的理

智活动中突然产生的。

其实，直觉并不是一种神秘的非逻辑的认知能

力，而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活动，随

意给它加上一个“非逻辑”的断语，是不确切的。

多年来，笔者撰写多篇论文，强调大学生逻辑思

维在其创造性发展中的积极影响作用。在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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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丝毫不意味着排斥直觉思维。在一定条件下，直

觉思维在进行评价、选择、理解新概念和提出新假设

时，具有逻辑思维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大学生在直觉

思维时，常不遵循某种严格的模式，其思维过程呈现

为一种逻辑思路“渐进过程的中断”。在这个过程中，

一系列“中间步骤”被省略了。从表现上看，直觉思维

过程没有思维的“间接性”，但它正体现着由于“概括

化”的作用而高度集中地“同化”或“知识迁移”的结

果。直觉思维即使表现为全部违反了某种既定的逻

辑推理程度，它也并不是与逻辑思维对立的，而是相

互补充的。在这里，逻辑思维是直觉思维赖以产生的

基础。研究表明，在直觉思维过程中，比较、综合、模

拟、归纳、概括、类推等逻辑思维活动在自动地进行

着；只是，主体对各种逻辑思维活动并没有清晰的意

识。在直觉思维过程中，主体必须运用大脑中储存的

大量知识和经验，试探各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提出各

种假设，直到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这就说明，直觉

思维是以知识和经验为前提的。实际上，它是多种逻

辑方法的综合运用。

应该提到的是，直觉思维把一系列的逻辑程序

浓缩了，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某种既定的逻辑

推理程序。因而，它产生的结论往往带有或然性，逻

辑思维对这样的结论起着分析和验证的作用。

直觉思维的意义在于：它能突破形式思维的束

缚，迅速地变换逻辑方法 %如各种类比、外推的方

法 &，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出现“跳跃”，达到一

个新的阶段。现代人工智能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的思

维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于它有可能“跳过”证明的某些

具体环节，从而整体上对一些问题作出结论，略去某

种推理的环节。这一本质特征在直觉思维中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

! 大学生的直觉思维在创造活动中的作用

直觉思维在大学生的创造活动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大学生凭借直觉思维取得创造性成绩的事例

不胜枚举。就创造主体而言，大多数大学生承认直觉

的存在，并十分推崇它们在创造活动中的作用。国外

有一项对大学生的调查：被调查者中有 ’’( 的人说

经常有直觉产生，)$( 的人说偶尔产生直觉，而

!*( 的人则说从未有过直觉。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

曾在一份书面调查中充分肯定直觉的作用。他认为

在创造的历程中，有时借助于直觉。例如，在研究一

个问题时，他事先想了一整套意见或设想，到处理这

一问题时，忽然凭直觉想到一个新意见，解决了关键

性的问题。问题通过直觉来解决，这是他事先没有考

虑到的。他说，直觉对于创造活动的作用在于它往往

使你得到正确的途径与方法。

直觉在大学生创造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有如下三

方面：!帮助大学生选择创造的目标。创造活动，是

从发现问题开始的。问题的情境，指的是问题的确定

或解决具有几种可能性的情形。在问题情境中，特别

是在各种可能性很难分清优劣的情形下，如何确定

问题，选择有价值的创新目标，单靠逻辑推理往往是

无法实现的。这时，创造主体就要借助于直觉的启

示。日本创造学者川喜田二郎的“+, 法”，就是把问

题的有关因素和可能方案都记在卡片上，用它来把

握全面情况，运用直觉和经验从中确定问题，选择创

造的目标。发现问题是大学生思维发展的主要特点

之一。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是培养其创造力

的重要环节。"在大学生的创造活动中，确立创造性

思维的战略方向和基本途径，往往需要直觉的参

与。有人把直觉称为“战略的直觉思维”。研究发现，

许多做出重大成就的创造性天才，早在大学学习阶

段，就凭直觉预见到某一努力的正确性，确立了创造

性思维的战略方向，并围绕这一方向探索创造的思

维途径与方法。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直觉起着重要

的作用。#在大学生创造活动的“提出假设”阶段，直

觉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在直觉的参与下，大学生的思

维能量会得到升级，从而“突发性”地提出一种新的

概念、新的理论，形成新的假设。

大学生的直觉思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人

就直觉的正确性问题作调查，结果发现，只有 *( 的

人说他们的直觉一贯正确；在其余 -’( 的人中，大

部分认为 !$ . -$( 的直觉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有

少数人则认为正确的直觉不到 !$( 。对于大学生而

言，直觉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容易把思路局限

于比较狭窄的观察范围内。大学生在进行直觉思维

时，常常是从有限的、数量不足的观察对象中提出假

设，作出结论。"直觉容易使大学生把两个毫不相干

的事件纳入虚假的联系之中。于是，凭直觉作出的判

断往往含有许多主观猜测的因素。

" 大学生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

近年来，在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大学生的直

觉思维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对这种思维能力

的研究和培养却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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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思维在大学生的创造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因此，着力培养这种思维能力是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培养大学生的直觉思

维能力，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这里仅谈

两点初步的想法。

!" # 帮助大学生积累丰富的知识、经验，引导其建

立坚实的认知结构

大学生直觉思维能力的发展，依赖于他们的知

识和生活经验。直觉思维是在思维过程中突然发生

的，它是思维中“渐进过程的中断”，是思维过程中的

一种“飞跃”。这就要求大学生具有在短暂的时间内，

迅速地把所需的知识和经验从整个知识和经验的背

景中提取出来的能力，也要具有对这些知识和经验

加以重新组合的能力。原有的知识、经验越丰富，越

能够提供直觉思维所需要的信息，促使直觉的产

生。

在帮助大学生积累知识经验的过程中，要注意

建立和调整他们的认知结构，使之处于最佳的境

界。研究表明，坚实的认知结构是产生直觉的必要前

提条件。有些大学生知识面比较宽，各方面的经验也

不贫乏，但他们的直觉思维能力却较差，这恐怕要从

他们的认知结构是否坚实这方面去找原因。

!" $ 必须在各科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加强大学

生概括能力、多向思维的能力以及猜测能力的训练

和培养

应该注意的是，有些大学在“创造技法”、“思维

训练”等课程中，给大学生灌输了许多所谓的“直觉

思维技法”。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事倍功半，收效甚

微。因为，这不符合直觉思维能力发展的规律和特

点。研究表明，必须在学科知识的教学和大学生的实

际科研活动中，加强他们直觉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培

养。

在学科知识的教学和大学生的科研活动中，必

须着力培养如下三方面的能力：

# ! $ 概括能力

概括是一种把事物的本质属性结合起来并推广

到同一类事物上的思维过程。概括水平有高、低之

分。初级的、经验水平的概括是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

对事物进行比较，舍弃它们互不相同的特征，对其共

同特征进行概括。这实际上是一种知觉表象的概

括。它存在于逻辑思维能力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儿童

身上。但在知识经验缺乏的情况下，大学生也会有这

种知觉表象的概括。另一种概括是思维水平的概括，

它是根据某一现象或某一系列现象的本质特征所做

的概括，是科学的、高级的概括。概括在直觉思维中，

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思维水平上的概括能力是

直觉思维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因为，直觉思维对事

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所作的“洞察”具有整体性的

特点，这就依赖于主体的概括水平。大学生已有可能

从思维水平上对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内在联系进行

科学的概括。但是，他们的概括能力是直接与其逻辑

思维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因此，与他们的逻辑思维

发展的总体情况类似，大学生的概括能力存在着明

显的个别差异。必须针对各种具体情况，培养大学生

的概括能力。

# % $ 多向思维的能力

培养多向思维的能力，严格地说，就是培养思维

主体的思维方法。培养大学生多向思维的能力，要从

训练他们从多种途径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入

手。实际上，以发展直觉思维能力为目的的多向思维

的训练，是一种发散思维能力的训练。训练多向思维

的能力有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类比、模仿、扩展用

途、反向求索、联想，等等。

# & $ 猜测能力

直觉思维，往往带有猜测性，直觉思维把一系列

的逻辑推理程序浓缩了，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

某种既定的逻辑推理程序。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猜

测便成为直觉思维的主要形式之一。猜测带有或然

性。猜测的科学与不科学，正确与不正确，取决于主

体的直觉思维能力。科学家常能凭借直觉做出某种

“天才的猜测”，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例如，爱因

斯坦说过：“当 !’!’ 年的日蚀证明我的推测时，我一

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

讶。”( & ) 天才的猜测能力，是在丰富的知识经验基础

上产生的，是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

果。因此，培养大学生的猜测能力，要着重培养他们

的学习能力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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