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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学》

前言

当今世界信息爆炸，年产约720亿条信息，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高，令人目不暇接。以传授知识为中
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捉襟见肘，改革势在必行。人们逐步意识到知识化、全
球化、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等趋势已成为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则是知识经济
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世界先进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
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
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
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诚然，我国多数高等院校距离上述要求还有相当差距，但从总
体上说，培养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创新人才，是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要贯穿整个培养过程，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答辩，各环
节诸方面都应该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近几十年来生理学、心理学对人脑功能的研究，为发展学生的
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发现教学法”，强调培养学生提出问
题和探索发现的能力；哈伯特教学法则强调教给学生自学方法；根据创造心理学原理提出的“创造教
学法”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韩国正在进行的教育革命，基本特点就是由以记忆知
识为主的教育向以培养创造力为主的教育转移。1996年，日本教育审议会发表了《面向21世纪我国教
育的发展方向》的报告，把“创造性”作为信息社会里的“生存能力”，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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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学》

内容概要

《创新学》内容简介：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要贯穿整个培养过程，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培养方式
、教学方法、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答辩，各环节诸方面都应该强调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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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学》

书籍目录

第一篇 知识创新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创新的意义和作用第二节 大学生应具备的素质第三节 创造力的构
成第四节 创造力的培养第二章 知识的获取第一节 信息的搜集第二节 注意力第三节 观察力第四节 记忆
力第五节 操作能力第六节 自学能力第三章 知识的加工与运用——思维的基本方式第一节 逻辑思维第
二节 形象思维第四章 知识的创新——创造性思维第一节 观察、机遇与鉴识第二节 想像力第三节 比较
与分类方法第四节 类比方法第五节 移植与渗透方法第六节 发散性思维与创造力第七节 顿悟第八节 有
关创造性思维的几个问题第五章 新知识的验证第一节 提出假说的方法第二节 假说的类型及其形成过
程第三节 形成和应用假说的注意事项第四节 假说的检验及其转变为科学理论的途径第五节 科学实验
的准备第六节 科学实验的实施第七节 实验结果的处理与解释第六章 TRIZ和计算机辅助创新第一节 概
述第二节 TRIZ的构成及产品进化法则第三节 物质一场分析第四节 发明问题解决算法——ARIZ第五节
40条发明创造原理及示例第六节 系统矛盾对立的消除——矛盾矩阵第七节 计算机辅助创新软件(Tech
Optimizer)第八节 农业与TRIZ第二篇 技术创新第七章 技术创新技法第一节 发明创造技法及分类第二节
智力激励法第三节 检核表法第四节 综摄法第五节 中山正和法第六节 特性列举法第七节 自然现象仿拟
法第八节 TT-HS创造法第九节 模仿创造法第十节 缺点列举法第十一节 希望点列举法第十二节 类比发
明法第十三节 联想发明法第四节 情报分析法第五节 适应需求法第十六节 背逆思考法第十七节 设问法
第十八节 要素排列组合法第十九节 假想构成法第二十节 补偿法第二十一节投入产出法第八章 科学研
究过程第一节 科学研究选题第二节 科技项目申报第三节 项目调研和研究第四节 科研总结、验收与鉴
定第九章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第一节 科技成果的内涵、类别及保密第二节 科技成果的中试
、示范和推广第三节 产学研合作第四节 科技企业的孵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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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学》

章节摘录

插图：三、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一个人素质的综合体现，它体现为人对社会的了解认知水平，对各学
科、各领域知识的知晓程度，以及综合运用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一些学者还把学生的
学习探索精神，独立思考能力，探求新知识意识，逻辑思维能力，捕捉获取新的思想，逆向思维能力
等内容归于文化素质的内容。四、身心素质身心素质是一个人完善人格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往，人们
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似乎“体”就是意味着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完成工作的身体指标，但是
人们忽略了心理素质这一重要指标。其实，一个具备完备素质的人才，不仅仅要有强壮的身体，还要
有完备的心理素质。完备的心理素质表现为一个人应当具备强烈的自尊心、自信心，具有豁达开朗、
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能够保持乐观、愉快的心情，积极的面对挫折、烦恼；能够正确处理自己和他
人的关系，正确对待周围事物和所出现的矛盾，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很好的调节自己的心情，能够从
悲观中解脱出来；同时，具备坚忍不拔、顽强进取的意志品质。在人才培养上要融传授知识、培养能
力、提高素质为一体，特别是应更加注重素质的提高，在提高素质中又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为根本，
提高文化为基础，全面提高人才的整体素质，也就成为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观念，或称之为素质教育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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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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