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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想象的翅膀》

前言

我们共同面向着21世纪。21世纪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这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素质的竞争。未来
社会对人才的心理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开展素质教育必然成为我国当前基础教育的紧迫
任务，提高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素质也就作为基础教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被提上了教育改革的议事
日程。什么是人才的心理素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成才取决于其智慧行为中的两种心理机
能系统的相互作用。其中，认知性机能系统在智慧活动中，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具体操作。人
们把具有这类机能的诸多心理要素统称为智力因素，它们包括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智力因素
对成才起重要作用。非认知性心理机能系统在智慧活动中，不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具体操作，
而对智慧活动起始动、维持、强化、定向、引导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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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想象的翅膀》

内容概要

《展开想象的翅膀》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心理科学的理论体系，从现代心理学角度，科学而
准确、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想象的概念、特性、形成、发展和功能等基本知识，特别注意吸收了国内
外心理科学的有关最新研究成果，对教师、家长及青少年学生树立科学的心理素质观，具有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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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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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预见性第三节 客观现实是想象的源泉和内容一、想象源于客观现实二、想象高于客观现实三、社
会条件制约想象内容第四节 想象过程中的思维一、思维参与想象二、想象主要加工形象信息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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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中磨炼人的意志三、通过创造想象培养学习与工作的热情四、借助于创造想象活动培养良好
的个性特征第四节 发展想象的脑科学基础一、先天禀赋与想象力二、形象思维与右脑半球三、创造想
象与大脑整体功能第三章 青少年想象的发展及其特征第一节 想象的基本品质一、什么是想象的基本
品质二、研究想象基本品质的实践意义第二节 青少年想象发展的特点一、想象的有意性迅速发展二、
想象的创造水平逐渐提高三、想象内容更加符合现实四、空间想象力得到发展五、理想逐渐成为做人
的精神支柱第三节 青少年的幻想一、什么是幻想二、幻想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作用三、青少年幻想的
一般特征四、如何正确对待幻想的萌芽第四节 青少年的理想概述一、什么是理想二、青少年理想的一
般特点三、青少年确定理想应注意的问题四、理想对青少年的意义第四章 想象力和想象个性特征的评
估第一节 想象心理素质的评估概述一、想象心理素质评估的含义二、想象心理素质评估的内容三、想
象心理素质评估的重要意义第二节 想象心理素质评估的途径和方法一、创造想象力的评估二、创造想
象个性特征的评估三、智能型学生与创造型学生特征的比较四、科学家想象特征的评估第五章 培养青
少年想象力的途径和方法第一节 渊博的知识是想象力的基础一、开发想象力的意义二、知识与想象力
的关系三、青少年如何积累丰富的知识第二节 美育活动是发展想象力的条件一、美育活动及其特征二
、美育活动与想象的关系三、在审美活动中提高想象力第三节 少年期——开发想象力的关键期一、关
键期的概述二、富于想象是青少年的天性三、“神童”的想象力第四节 养成富于想象的个性品质一、
培养创造想象的意向二、体验创造想象的加工过程三、培养创造想象的个性品质四、心理健康与青少
年想象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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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想象的心理结构第一节想象概述一、什么是想象想象是人类特有的高级复杂的心理活动。人们
要回想经历过的事情，设想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便要有想象。想象与感知、记忆、思维等
同样都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青少年生活和学习都离不开想象这种心理活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
生活，为青少年拓展了十分广阔的想象空间。由于言语交往的频繁，语词信息不断的刺激，他们经常
产生现代科学知识的想象。例如，在知识的海洋中，好奇地寻找关于热带森林、星球飞行、尼斯湖、
百慕大等有关信息。虽然他们没有机会去实际考察，但是由于看过描绘这些事物形象的图片和文章，
或者在科技馆和自然博物馆参观过展览，所以在青少年的脑海里，仍会产生关于这些事物的形象；由
于每个人的认识与经历不同，经过不同人的加工改造，也会创造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形象。人脑对原
有的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就是想象。想象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要条件，它可
以使人的劳动放射出智慧的光芒。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劳动能唤起人的创造力。”
这句格言说得非常有哲理。凡是社会的人都需要参加劳动，在实践活动中丰富各种表象，然后再依据
生活和工作的目的，对表象进行筛选和组合，从而想象出许多新事物的形象，创造出劳动成果。青少
年若想学会劳动和创造，必须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培养自己想象和创新的能力。二、记忆表象是想象
的素材“表象”这个术语广义的是指人在心理活动过程中头脑里出现的客观事物的各种形象，包括记
忆表象和想象表象。狭义的表象仅指记忆表象。这时，表象一词又成了记忆表象的简称。记忆表象是
想象的基本材料。什么是记忆表象呢？感知过的事物在人脑中留下的形象就是记忆表象。记忆表象是
产生想象的基础。人只有经历感知过程，才能获得相关形象，并储备和保持在记忆里。从这个意义上
说，记忆表象是想象的必要条件。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从感知母亲形象开始，逐渐认识这个大千世
界。先是知觉周围的“生活圈”，然后，随年龄的增长，扩大了范围和内容，在自己记忆海洋里存贮
许多事物的形象。如果少年的鲁迅不同少年闰土相识，乃至两个人的情谊那样笃厚，就不会产生闰土
这一人物形象。记忆表象是直接感知过的事物形象的再现，是想象的基础。想象表象不同于记忆表象
，是人脑对记忆表象进行加工制作而形成的新形象。只有从记忆表象中提取素材，才能进行加工改造
、重组和创造，才能有想象表象。鲁迅先生就是凭借非凡的记忆表象，生动刻画了少年闰土和中年闰
土的外貌、语言、动作等形象变化，以高超的艺术直觉，创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典型的“农民
形象”。这整个创作过程中，充满了对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和创造新人物形象的想象活动。三、想
象的种类（一）无意想象和有意想象根据想象有无目的性和自觉性，可以将想象区分为无意想象和有
意想象。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青少年中兴起了“恐龙热”，商店里摆满了画有恐龙的文具、图片及
模型。当他们不由自主地谈论起恐龙的一些传说故事时，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恐龙的“影子”。这是一
种无意想象。没有预定目的，也不经过任何努力的想象，就是无意想象。它是简单、初级形式的想象
。如果将恐龙形象亲手画出来，或者在教师和家长指导下，根据展览馆制作的恐龙图像，在自己脑子
里把各种恐龙表象有意识地重新组合起来，画出新恐龙形象，类似这样有预定目的、自觉进行的想象
就是有意想象。有意想象是意识活动的一种形式，如教师设计教案、学生独立完成学业都需要经过有
意想象。即人们按照一定目的，为塑造某种事物形象而进行的想象活动。人们可以控制想象的方向和
内容，意识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二）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根据想象的独立性、新颖性和创造程度
的不同，有意想象又可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再造想象是根据别人的言语叙述、文字描绘或图形
示意，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青少年在生活中，经常产生再造想象。例如，他们没有机
会亲自去参观三峡，但是，地理老师在教学中会讲授有关的内容。当教师打开三峡地理挂图，叙述三
峡的山、水和自然风光时，随老师生动形象的讲解，青少年会在脑子里出现三峡自然景观的想象。再
造想象的特点是再造别人想象过的事物，形成的新形象也是以别人的描绘、叙述或者图形提示为前提
条件，虽然也有一定创造性，但不是自己独出心裁，其想象的独立性和新颖性较差。再造想象之所以
能够发生，是由于他人词语或挂图的提示，并与想象人头脑里相应的表象形成联系，使原来抽象的语
词转化成具体形象，在头脑里才能建立新的表象的组合。作为他人提供的表象是原有的，而表象之间
的组合是新的，都是每个人自我加工的结果。关于三峡山的表象，水的表象、地势的表象、植被的表
象都是原有的，而每个人头脑里的想象表象却是新的。再造想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再造想象
，人们就不能取得间接经验。青少年时期正值长知识、积累经验的阶段，他们不可能亲自到世界各个
地方去，也无法看到世界上的一切东西。然而依靠再造想象，就可以借鉴别人的直接经验，在自己头
脑里产生间接经验。总之，依靠再造想象，青少年的认识领域才能扩大。创造想象是根据预定目的，

Page 5



《展开想象的翅膀》

独立地创造新形象的过程。科学家们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改造三峡的宏伟蓝图，这个整
体构思的过程，就是创造想象的过程。创造想象有以下特点：①首创性，它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想象；
②新颖独特性；③创造想象的产生和发展，除了必须具备丰富的表象外，还需要强烈的创造动机、积
极的思维活动相配合。缺少这些条件，创造想象就很难实现。创造想象是人创造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想象的一般特性一、改造和创造的不同心理水平想象是以改造原有记忆表象，创造新形象为
基本特征的。原有表象来自感知，人脑感知客观事物以后，如同照相底片那样，留下该事物的形象，
虽然表象源于感知，心理水平却比感知要高。它不仅可以反映一个事物的形象，而且还呵能反映一类
事物的形象；它既含直观性质，又有一定的抽象性质，因此，表象介于感知和思维的中间。世界级“
电脑大王”王安，熟知世界名牌电脑的装置技术。由于他专攻电脑的记忆系统，所以在掌握名牌电脑
记忆系统的装置方面，有超人的才能。他的脑子里装满各种名牌电脑记忆系统的表象，经过长时期的
综合与概括，终于创造了新的“磁线记忆圈”装置系统。这个生动事实表明，对原有表象的改造，主
要在于由直观向抽象的转化，在想象发生过程中，表象前承感知后启思维，为加工那些旧形象架起桥
梁。想象是一种动态的心理过程，经过对原有表象的改组，实现了由感知到思维的过渡，创造新形象
是想象的典型特征。创造是相对于改造原有表象而说的，形象思维参与了创新活动，才可能把原有表
象重新组合。王安发明“磁线记忆圈”的创造想象过程突出体现三个特点：①积累经验的结果。知觉
经验越丰富越有利于创新。②独出心裁的想象。王安创造的新电脑“磁线记忆圈”是独立完成的。③
原有表象加工的结果。二、想象的概括性和间接性由于想象经常是形象思维的结果，所以它也具有间
接性和概括性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在对直觉形象进行分析综合时表现出来的，即概括一类事物的形象
，产生一般表象。间接性是指借助各种事物的表象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想象。青少年非常欣赏“桂林山
水甲天下”的佳句，即使没有去过桂林，也可以根据诗歌或散文的描绘，进行概括和间接的想象：桂
林的山——奇、秀、美；桂林的水——静、清、绿。他们通过美好的想象，反映出一幅幅优美壮观的
山水图画。各种表象组合成新形象（产生想象）时，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直接方式，有的
是间接方式，想象的内容也由此而得到充实和提高。有一些表象是亲自感知的，如山、河、湖、海、
树木、房屋等。当这些事物形象不在眼前时，也可以产生想象，这是表象直接组合方式。有一些表象
是不曾感知的事物形象，比如地震，这种自然现象青少年很少亲自遇到，然而，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
，人们也可以想象“房倒屋塌，地表断裂，人员伤亡”的景象。这是表象间接组合方式。多种方式的
组合扩充了人的想象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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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展开想象的翅膀》为心理素质培养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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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论部分深入浅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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