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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创造动机与人生价值观教育

林金辉

摘 要
:

大学生 的创造动机是大 学生创造性研 究领域 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

它与人生价

值观相互作用
,

构成个性心 理结 构 的重要方 面
。

从人生 价值的 角度探讨 大 学生 的创 造动

机
,

有助 于从深层次 了解创造动机形成的过程和机制
。

本文初步探讨大学生的创造动机与

人生价值观的 关 系
,

大学生人 生价值 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点
,

以及在人生价值观教 育方面

应该采取什 么对策才能更好地培养大学生 的创造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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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内核
。

人们在讨论

高等学校如何 面向 21 世 纪知识经济时代

的挑 战时
,

必然比 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强

调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

一

个大学生的创造性如何
,

能不能创造
,

为谁

而创造
,

除了取决于他的创造性思维之外
,

还取决于他的创造动机
。

因此
,

有人创造性

比喻为架在才能和个性之间的桥梁
。
①大学

生的创造动机对其创造活动起 着启动
、

定

向
、

引导
、

维持
、

强化
、

调节与补偿等一系列

相互联系的作用
。

多年来
,

们在谈论大学

生的创造性时
,

强调创造性思维能力 的比

较多
,

对创造动机则强调不够 ; 在实践 中
,

存在忽视创造动机培养 的倾 向
。

对于大学

生创造动机的研究
,

可 以有不同的角度
,

本

人 已从高等学校管理学的角度探讨大学生

创造动机的
“
温室效应

’ ,② ; 从人生价值观的

角度探讨大学生 的创造动机
,

是一个新的

视角
。

二 大学生的创造动机

与人生价值观的关系

创造动机是一个人发动和维持创造活

动
,

并导致该 活动朝 着一定创造 目标进行

的心理倾 向
。

人生价值观则是一个对 自己

人生的目的
、

意义 以及 自己与社会
、

自己与

他人的关系进行认识和评价的观念体系
。

大学生的创造动机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

系统
。

一般说来
,

它有崇高与低级
、

正确与

不正确之分
。

通过对沿海开放城市高等学

校学生创造动机的调查
,

我们看到
: 1

.

社会

的要求 内化为大学生创造需要的过程
,

在

一定程度上受阻
。

也就是说
,

由于多方面的

原因
,

学 校外部 的环境 因素发生作用 的机

制受到破坏
。

2
.

缺乏正确的远景性的 目标
。

同时
,

不少大学生 的创造需要未能与一 定

的创造 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
,

以形成稳定

的创造动机
。

3
.

有的大学生对 自己的创造

潜能估计过高
,

或者估计不足
,

影响了适宜

的创造动机的形成
。

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动

机就要根据它产生和发展的规 律
,

采取行

之有效的措施
,

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
、

崇高

的动机
,

避免不正确的
、

低级的动机产生
。

人生价值 的教育是形成大学生适宜创

造动机的有效途径
。

人生价值回答的是
“

什

么 样 的人才有意义
”
的问题

。

有 的学者认

为
,

人生价值观本身就有动机 的作用
,

并提

出了 1 0 个普遍 的价值观动机类型
,

其中就

包括 了成就
、

自我定向 (指思想和 行为的独

立一选择
、

创造
、

探索 ) 等与创造 动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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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
。
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

人生价值是

一定 的世界观在人生问题上的表现
,

一般

说来
,

它是在青年初期进入个体的意识领

域
,

在青年中
、

晚期达到基本稳定的
。

因此
,

处于青年 中
、

晚期 的大学生能够更好地形

成创造动机
,

发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

可

以说
,

大学 阶段是形成适宜创造动机的关

键 阶段
。

大学生对人生的价值采取什么样

的观念 体系
,

这个 价值观 (或人 生 价值 导

向 ) 就会影响他的认识
、

情感和 活动
。

换言

之
,

人生价值观 的作 用就在于 它是 活 动的

标准
,

它为大学生勾画 出人生的蓝图
,

罗克

奇 (M
.

R o k ea c h )在《人类价值的实质 》一 文

中认中
,

价值是一种持久的准则和信念
,

这

种信念超过了对某一 目标和情境 的态度
。
④

根据我们的调查以 及从大学生 心理咨

询中得到的资料
,

可 以得出结论
:

一个大学

生的人生价值观如果 比较正确
,

他的创造

动机应比较正确
,

创造动机 的水平就 比较

高 ; 如果人生价值观 不正确
,

那 么
,

一般说

来
,

他 的创造 动机就 比较低下
,

或者 不正

确
。

假如一个大学生个人主 义思想严重
,

他

就很难形成崇高的
、

正确的创造动机
。

三 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

基本结构和主要特点

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可 以划分为人生

价值 目标
、

人生价值评 价和人生价值途径

等基本成分
。

人生价值 目标是 主体思考
、

确定并追

求的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 的目标
,

它要 回

答的是
“

人为什么活着
”

的问题
,

它是 人生

价值观的核心
。

如果一个大学生的人生价

值 目标是积极 向上的
,

那么
,

他的创造 目标

就有可能是崇高而远大的
,

他的创造需要

就有可能是高层次的
。

一旦把这种创造需

要与创造 目标结合起来
,

就会形成适宜的

创造动机
。

人生价值评价是主体依照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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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 人生有无价 值 以及 价值大 小的判

断
,

它要 回答的是
“
人 怎样活着才有意义

”

的问题
。

人生价值评价有两种基本取向
:

个

人取向与社会取 向
。

个人取 向指的是从个

人 的角度并来谈论 人生的价值
,

重视个人

在社会 中所发挥出来 的潜 力和作 用 ; 社会

取 向指的是从 社会 需要 的角度来 谈论人

生
,

不管个人发挥了多大的潜力
,

重要的是

看个人是否应于 社会的需 要
,

个人努力是

否得到社会 的承认
。

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

是辨证统一 的
。

如果一个大学生能够主动

地把个人 的价值与社会 的价值统一起来
,

以 社会发展 的需要为 自己 的人生 价值取

向
,

同时
,

把个人发展的需要与社会发展的

需 要统一起 来
,

那 么
,

他 就会有奉献 的精

神
,

有为社会的发展而创造的良好动机
。

人生价值途径是主体为达到人生价值

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和方法
,

它要 回答的 是

“

人怎样活着
”
的问题

。

实现人生价值 目标

可 以有多种途径
,

如果一个大学生 的人生

价值 目标是正确而崇高的
,

富有开拓性和

创 造性 的
,

那 么
,

他就会有 强烈 的创造需

要
,

树立崇高的创造 目标
,

从而形成适宜的

创造动机
。

从大学生的创造动机与人生价值观的

基本关系出发
,

可 以发现
,

大学生人生 价值

的主要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

1
.

人生价值 目标方面
。

调查表明
,

大学

生的人生价值 目标从总体上看是积极向上

的
,

他们把
“

事业成功
” 、 “

国家强盛
”

等作为

重 要的人生 价值 目标
。
⑤ 我们 的调 查还说

明
,

许多大学生把
“

创造
” 、 “

创新
”
作为 人生

的
一

重要价值 目标
,

他们希望在大学阶段或

者大学毕业 以后能有所创造
,

有所发明
,

对

国家和 人类有所贡献
。

值得一提 的是
,

大学

生所希望 的
“

创造
” 、 “

创新
”
与专家 的

“

创

造
”
和

“
创新

”
是有区别的

,

它不仅指对社会

文化而言是
“

前所 未有
”
的

,

而且 指对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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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
“
前所未有

”
的

,

也就是说
,

只要对 自

己来说是新颖的
、

自己得 出的
,

不管历史上

是否存在过
,

都可 以称为创造或创新
。

和其

他心理现象一样
,

创造
、

创新也是一个不断

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

只要大学生把
“
创造

” 、 “

创新
”
作为人生的一个 目标

,

就应

该肯定这是积极向上的
。

不可否认
,

有少数

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是消极的
。

他们把大

学作为通 向
“
天堂

”
的理想桥梁

,

崇尚
“

今朝

有酒 今朝 醉
”
的生 活

,

或 者 追求
“

出人头

地
” 、 “

有权 (钱 )有势
”
的人生

“

理想
” 。

虽然
,

这种价值观也 会促使某种 创造 动机的形

成
,

但是
,

所形成的这种创造动机只 能是低

级的
、

不适宜的
,

由它所产生的创造水平也

不可能是高的
。

2
.

人生价值评价方面
。

从总体上看
,

大

学生人生价值 的评价标准是多样的
,

也是

比较正确的
。

在市场经济发展 比较好的沿

海开放城市高等学校 的学生 中
,

在看待人

的社会价值 与个人价值 的关系时
,

有更强

调个人价值的倾 向
。

在他们的心 目中
,

个人

价值被看得越来越重要
。

不过
,

在大多数的

大学生中
,

强调个人价值
,

并没有否定社会

价值
。

这些大学生能够较好地处理个人价

值与社会价值 的关系
,

他们认为
,

只有充分

实现个人的价值
,

社会的价值才会提高
。

当

然
,

也有一部分学生过分地崇尚自我
,

夸大

个人价值
。

这一部分学生即使有某种创造

的动机
,

那也是低级 的
,

更谈 不上会 发动
、

维持或强化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活动
。

正如

江泽民 同志 《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

年的讲话 》中所说 的
: “

如果脱离时代
,

脱离

人民
,

必将一事无成
。 ” @

3
.

人生价值途径方面
。

不少大学生在

实现人生价值的征途上富于开拓进取的精

神
,

他们懂得
,

要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

必

须有所创造
,

有所作为
。

因此
,

他们的创造

动机就会 比较 适宜
,

从而激 发出创造 的热

情
。

有的研究表明
,

追求个人取 向价值 目标

的大学生更多地依靠个人奋斗 的途径去实

现人生 的价值
,

而 比较少考虑集体的智慧

和 别人 的帮助 ; 追求社会 取向 目标 的大学

生依靠个人奋斗的则较少
,

他们把集体 智

慧
、

社会客观条件和他人的帮助放 在更重

要的位置
。

但总的说来
,

大李生在实现人生

价值 的途径 上
,

更强 调个人 奋斗
,

自强不

息
。
⑦调查发现

,

也有的大 学生在追求 人生

价值 目标时
,

好逸恶劳
,

投机取巧
,

终 日沉

缅于幻想之中
。

这些大学生虽然也有一定

的正确的人生价值 目标
,

可是
,

这种 目标多

不稳定
,

他们 自我意识方 面的 自我控制能

力较差
,

不能脚 踏实地地努力去实现 自己

的人生价值 目标
,

因此
,

就谈不上有适宜的

创造动机
。

四 大学生人生

价值观的培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条件 下
,

存在

多种经济利益并存的情况
,

人生价值观也

存在多元化的格局
。

社会环境必然影响高

等学校的环境
,

也必然影响大学生 的人生

价值观
。

这种影响有积极 的
,

也有消极的
,

有正面的
,

也有反 面的
。

从积极的意义上

说
,

当今的大学生在人生价值观的建构 中
,

有了比较大的 自主性和选择性
。

由此
,

大学

生就有可能形成多样化的人生价值 目标
、

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以及采取多样化的人

生价值途径
,

也有可能形成 比较适宜 的创

造动机
,

从而促进创造性 的发展
。

从消极的

意义上说
,

大学生在人生价值观 的建构 中
,

可能会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 自身的

缺点
,

导致人生价值选择的盲从性
,

导致人

生价值取向的实用主义 以及人生价值途径

的投机化
。

必须根据当前高等学校人生价值观教

育的特点和规律
,

采取适 当的教育途径和

措施
,

培养大学生正确 的人生价值观
,

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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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适宜的创造动机
,

造就富有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的一代新人
。

这里所谓的教育途

径和措施
,

是 以人生价值观教育 的特点和

规律为依据的
。

在教育实践中
,

广大的教育

工作者找到了许多教育 的途径
,

创造 出了

许多教育 的方法和措施
,

这些是不胜枚举

的
,

只要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 的
,

都

可 以继续实行
,

并在实践 中不断地总结和

完善
。

这里
,

就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培养所应

该注意的问题
,

谈几点原则
,

以抛砖引玉
。

1
.

促使社会的要求 内化为大学生内在

的需要

社会环境对大学生影 响的机制是 由社

会 的要求内化为学生个人内在的需要
。

只

有实现 了这种 内化
,

大学生才能形成一定

的人生价值观
。

大学不可能与社会相隔绝
。

大学生通过 自己 的社会活动
,

不断地接触

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以及各种不同的价

值取向
,

获得了许多个体的社会活动
,

不断

地接触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以及各种不

同的价值取 向
,

获得 了许多个体的实践经

验与感受
,

使 自己对人生 的价值不断地进

行思考和评价
。

通过实践活动
,

他们有可能

意识到 自己的力量
,

自觉地根据社会 的要

求去创造
,

从而体验到 自己对社会所作 出

的贡献
,

体验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

大学生在实现上述这个内化并形成其

人生价值观的过程中
,

往往要经过 曲折和

变化
,

经过矛盾和斗争
。

在这个过程 中
,

大

学生有很大的可塑性
。

这种可塑性主要表

现在多数大学生正处在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和探索中
,

由于缺乏足够 的知识和阅历
,

他

们常常会在抽象的道理和具体事件之 间的

矛盾 面前感到力不从心
,

有时甚至感到很

茫然
,

希望有人指点和引导
。

教育工作者应

该帮助学生冷静地分析实际生活的问题
,

避免他们形成错误 的认识
。

在教育的过程

中
,

我们发现
,

大学生对人生价值观问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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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感兴趣的
。

他们喜欢谈论
“

自我发现
” 、

“
自我设计

” 、 “
自我价值

” 、 “

自我实现 ” 之类

的东西
。

针对这一特点
,

教师可以用专题的

形式说明
“

个人在历史上 的作用
”
的原理

,

指出
:

人类能
“
自我发现

” ,

发现 自己的价值

在于能改造世界
,

有所创造
,

把 自己与动物

区分开来
,

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

但是
,

个人

不可能脱离集体
、

社会而实现
“

自我价值
” 。

不顾社会发展需要而空谈创造
、

创新
、

自我

设计
,

这是思想方法上的退步
。

教师还可 以

进一步对
“
自我设计

”
进行分析

,

指 出每个

人都在进行 自我设计
,

但是
,

这个设计不能

从
“

自我
”
出发

,

而是要从社会发展的需要

出发
。

这样
,

所设计的
“
蓝 图

”
才有可 能实

现
。

而且
,

设计不是一成不变的
,

它要随着

社会发展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

教师在理论

分析上
,

要始终抓住
“
鼓励学生珍惜人生

,

树立远大理想
”
这一主题

,

使学生逐步地得

出这样的结论
:

只有 把个 人的需要纳人社

会发展的轨道
,

努力 为社会 的发展开拓和

创造
,

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

2
.

在教学中进行人生价值观教育

在大学教育这个
“
系统工程

”
中

,

教学

最基本的活动
。

这种活动所 占的时间最多
。

从事教学的教师是最基本 的队伍
,

在大学

的工作人员中
,

他们所 占的比例最大
,

对学

生的影响也最大
。

因此
,

在教学中进行人生

价值观教育
,

是高等学校教育 的一个重要

特点
,

也是其显著的优势
。

从大学生人生价

值 观培养 的方面看
,

结合学科教学进行价

值观教育
,

能够很好地发挥它作为行为标

准的
“

指引
”
的功能以及在促进创造动机形

成方面的重要作用
。

列宁说过
: “
在任何学

校里
,

最重要的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
。

这个

方 向由什么来决定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

决定
。 ’ ,

⑧从高等教育学的体系看
,

人生价值

观教育属于思想政 治教育的范畴
,

它 同样

包含在课程的思想政治方面里面
。

实践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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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只要教 师把人生价值观 教育看成是 自

己的责任
,

用心 去挖掘
,

都可 以发现本学科

中能对学生进行人 生价值观教 育的内容 ;

而且可 以把课程内容的系统性
、

科学性和

思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

这样
,

大学生是可

以受到很好的教育的
。

这种课堂教学形式

就不仅仅是学生学习 知识
、

发展 能力 的最

基本形式
,

而且还可 以成教 书育 人 的重要

形式
。

3
.

培养大学生的 自我教育能力

大学生的 自我教育是他们形成正确的

人生价值观
.

完善 自己个性的有效途径
。

学

校教育对于大学生人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

要 的 作用
,

但是
,

这种教育 的根本 目的
,

是

为了促进大学生 内部心理的发 展
,

发掘他

们内在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

不断提高他们

的自我认识
、

自我评价
、

自我监督和 自我控

制的能力
。

因此
,

必须把教育与自我教育结

合起来
,

不断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 自我教

育能力
,

引导他们 自己教育 自己
,

自己管理

自己
。

大学生 自我教育 的基础是 自我意识的

发展
。

研究表明
,

12 一 16 岁是一个人 自我意

识发 展变化 的重要 时期
,

这个 时期 自我意

识的发展还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
。

16 岁 以

后
, “

自我
”
的形象便逐渐稳定下来

。

逐渐稳

定之后
,

自我意识 的发展又是如何呢 ? 根据

杨永明
、

王淑兰等人的调查
,

大学生的 自我

认识
、

自我体验 与他们 的 自我控 制等方面

的发展虽然是相关的
,

但这些方 面的发展

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

大学 2一 3 年级是大学

生 的内心矛盾 冲突最尖锐
、

思想 斗急最激

烈
、

回顾与展望最多的时期
。

他们力 图重新

认识 自己
,

并按照一定的方向控制 自己
、

调

节 自己
。

大学生 自我意识 的发展
,

为他们的 自

我教育奠定了基础
。

必须根据大学生 自我

意识发展的规律
,

采取相应的措施
。

尤其要

注意
:

(1 )指导大学生科学地认识 自己
。

帮

助大学生形成正确 的 自我认识
,

使 他们 能

够 较好地处理 自己 同周 围环境 的关系
,

这

是教育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
。

( 2) 帮助大学

生拟定 自我强化的措施
,

并付诸实践
。

在 自

我认识 的基础上
,

拟定 自我强化的措施
,

并

积极付诸实践
,

这是 自我教育的重要环节
。

由于大学生 在 自我意识 上 还存 在一 些矛

盾
,

他们在拟定措施付诸实践时
,

还可能经

常表现出一定的盲 目性
。

因此
,

必须帮助他

们确立正确的人生 目标
,

帮助他们拟定实

现 目标的切实可行的 措施
.

并鼓励和 指导

他们大胆实践
,

努力地实现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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