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说思维科学，谈谈创造性思维 

一、 主题与学科 

1、 活动主题：钱学森生平 

2、 适合年级：高一年级 

二、 要求时长：2课时 

三、 活动目标： 

了解思维科学与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概念、组成部分， 接触、了解思维的特点及规律，

了解科学思维基本过程及方法。 

重新认识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方法，学会用思维导图训练自己的发散思维模式与方法。 

提高学生科学、客观、严谨、发散地观察、分析、对待问题的态度。 

接触钱学森这位科学巨人的成就，激发学生对自己祖国科学水平的认识及爱国情操，潜

移默化地联系到学生个人的未来发展上。 

四、 活动过程： 

（一）场景创设导入： 

1、组织学生在钱学森图书馆底楼，设置好教学环境（灯光、投影、幕布、话筒），学生在场

地内席地而坐。 

2、教师引入：  

钱老在晚年曾经对自己的孙子说：“你记住上世纪爷爷做的这些事，如果称得起伟大的

话，那么 21世纪的爷爷将更伟大。”可以说，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十分超前，20年之后，我

们才能理解他的思想内涵。 

大家都知道，钱老师“两弹一星”元勋，“两弹一星”是工程更是技术，其实也是科学

问题。钱老说过，“两弹一星”研究成功，是一场科学革命。钱学森之所以研究思维科学，

因为在上世纪 80 年代人工智能遭遇了很多瓶颈。于是,钱学森提出要研究“五代机”，首先

需要解决思维问题，因此他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思维科学》。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钱学森

图书馆，在这位科学巨人的足迹下，我来感受钱老的科学思想，认识思维科学。 

（二）思维科学认识： 

1、问题导入：（师生互动，教师组织现场教学） 

教师提问：大家来说说什么是思维？组织学生分小组讨论，发言。 

教师引导：思维是人所特有的认识能力。比如大家走进钱学森图书馆，首先引入你眼帘的是



 

 

大火箭，然后你就会观察它的外观、用途、功能。有些同学还有引发很多其他方面的联想，

比如：“它是从哪运来的？会不会引爆（其实不会）它的运作原理是什么？飞行距离是多少？” 

总结（PPT）：思维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思维中再现

客观事物的本质，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具体认识。 

2、思维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教师讲述、PPT放映；学生聆听、感悟） 

（1）什么是思维科学？ 

教师讲述：思维科学是研究人的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综合性科学。它主

要是从心理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生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研究人思维过程的规律。

钱学森老先生于 80 年代初就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并把思维科学划分为思维科学的

基础、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工程技术三个层次。 

（2）思维科学的组成。 

教师讲述：思维科学的基础是思维学和社会思维学。 

思维学有三个组成部分。 

①抽象（逻辑）思维学：抽象思维是可以用计算机来代替人脑工作的那部分思维。 

②形象（直感）思维学：形象思维建立在经验或直感的基础上。形象思维学主要研究人类根

据经验或直感产生智能活动的行为，以及如何用计算机实现这一过程并使之上升为理论。 

③灵感（顿悟）思维学：灵感思维是形象思维的扩展，由直感的显意识扩展到灵感的潜意识。 

（3）钱学森思维科学思想的六个基本点。 

①思维科学是一门独特的新的具体科学； 

②思维科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同层并列的科学大部门； 

③以进行思维形式分析为切入点、以把握对思维的社会期待为归宿点是构建思维科学基础科

学的两个必用方法； 

④在思维科学研究上，人脑思维研究和机器思维（人工智能）研究并重互促；在思维科学应

用上”人机结合、以人为主”；人工智能研究是破解思维奥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

途径； 

⑤教育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 

⑥思维科学要有应对复杂性的思维方法。 

（4）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的观点： 

钱学森对思维科学的阐述曾经引起一位美国学者司马贺的兴趣。司马贺与钱学森是同一

个时代的人，他是美国人工智能之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计算机图灵奖、美国国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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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在每个领域都做过基础性工作。司马贺非常想跟钱学森探讨一些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没有实现。 

钱学森的核心思想是系统思想，但这个“系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统。他说人脑是由

几万个细胞组成的开放思维系统。他也很强调综合集成，认为应该把人的思维、成果、知识

情报、资料、信息集合起来，不仅要集大成，而且要出智慧。这就是他所说的人机共建的智

能系统。智能系统肯定是开放复杂的，但是开放复杂系统不仅可以用于智能系统，也可以用

在其他系统之中。 

30 年前，钱学森就已经对智能终端进行过描述。他说，将来查阅资料可以做到如同自

己脑子里记着一样简单方便，用计算机终端就可以实现这一点，包括图书、文档、资料、文

学、绘画、音乐、录音、录像等等，这样一个信息系统几乎可以包括人类千百年所创造的全

部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全都能由任何个人随手调用。这段话放在现在很容易理解。一个

智能手机就可以把所有的信息、知识融合起来。可钱学森说这段话是在 30年前。 

现在整个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新的技术正在从终端设备领域产生：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电子书只要一联网就非常方便。后台设立方面有云计算，可以把数万台机器联合

起来完成一项工作。如果把云计算扩大几百倍、几万倍，就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计算平台。

IBM的 Watson系统首先夺得美国智力节目《无限边缘》中人机大战的冠军，能够理解人类

复杂的语言表达方式，然后通过分析计算，寻找问题的答案。另外还有刚刚推出的苹果 Siri

系统，它可以实现人机的自然对话。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它集成了智能技术和云技术。 

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展开。人们面临的是海量信息、海量计算、海量用户以及人机交互。

由此可见，钱学森讲的人机共建是多么重要。根据钱学森的智能思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海

量的世界知识库，然后管理这个知识库的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云计算集成几十亿人的

信息和数据。这个智慧平台具备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智能语音搜索等，最终实现人机对话。 

钱学森说过，智能系统非常重要，是国家大事，关系到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地位和实力，

如果在这方面有突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关键是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数据是

对一切事物的测量，信息是有意义的数据，知识是有结构的信息，智慧是管理和创造知识。 

钱学森开创的思维科学，是中国第一次在人类科学重大问题上取得世界领先的突破，是

科学的革命、也是新技术的革命。（李析 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讲师。此

文为作者在中国科协第 60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的发言） 

 

 



 

 

（三）科学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师讲述、学生讨论） 

（1）思维的种类：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收敛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 

（2）创造性思维：就是指发散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时，能从多角度、多侧面、

多层次、多结构去思考，去寻找答案。既不受现有知识的限制，也不受传统方法的束缚，思

维路线是开放性、扩散性的。它不仅仅包括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还包含逆向思维、集中思

维、扩散思维等等，因此它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多种方案、多种途径中去探

索，去选择。创造性思维具有广阔性，深刻性、独特性、批判性、敏捷性和灵活性等特点。 

（3）创造性思维的意义： 

事例： 

A、B两位同学同时进入同一所高中，同一个班级，半年后，A 同学被选为班长。B同学

很不服气，就到班主任那里去述说：“为什么我们俩各科成绩一样好，同学们选他当班长，

而不选我，太欺负人了。” 

班主任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微笑着说：“这样吧，你帮我做件事儿，现在正好放学，你

去班级里看看，值日生工作做好了吗？”B 同学立马冲出了办公室，不大功夫回来了，说：

“地扫好了，可黑板没擦，擦黑板的同学不见了。”老师说：“那他去哪了？”B 同学摇头，

说：“不知道，我去问。”他一转身又离开了办公室，过会儿又回来了说：“擦黑板的同学可

能回家了。”老师说：“那谁能替他做完呢？”B同学又冲进了教室，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气

喘吁吁地回来了说：“老师，班级里就剩下 4个同学了，C同学不愿意擦黑板，D同学说有社

团活动要先走，E同学个太矮黑板高处擦不到，F同学说他已经扫过地，擦黑板不是他的活。”

老师微笑说：“那怎么办呢？”B 同学想了一下，说：“我去擦黑板”，说着，他想第四次冲

进教室，老师阻止了他，叫来了 A同学，让 A同学去看看值日生做好了吗？ 

不大功夫，A 同学回来了说值日生已经做好了。班主任就问了：“擦黑板的同学已经走

了，是你替他完成的吗？”A 同学说：“不是，我问过了，擦黑板的同学去社团活动了，我

让 D 同学擦完黑板再去社团活动， C 同学不肯擦黑板是因为手扭伤了，我让他先回去并捎

话让原先擦黑板的同学和 D 换一天值日。”老师问：“那 E 同学呢？”A 说：“教室里地板还

没拖呢？我让 E同学把地拖了。” 

B 沉默了，想了半天，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没能选上班长了。 

组织讨论： 

1、 为什么 B 同学来回跑了三次，班级值日生工作还是没完成？ 

2、 A同学与 B同学思考问题的角度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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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后 B的沉默了，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没选上班长的原因是什么？ 

  教师总结：不言而喻，由于创新思维能力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或结局，踏实肯

干固然重要，但从某种意义说来，有无创新思维能力，即应变思维的能力，超前思维的能力，

联想思维的能力等更为关键。这个故事深刻启示我们，拥有创新思维的人的特点：脑子灵，

办法多，道路宽。 

（四）思维训练：（教师组织学生实践） 

师：前面我们了解了一些思维科学与创新思维的基本常识，其实，每个人都有创新的意识与

方法，而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训练，达到提高创新思维的效果。现在，我们

来进行两种训练，教大家一种思维训练方法——思维导图。 

（1）教师讲述：思维导图是一种放射状的辐射性的思维表达方式 ，是一种将放射性思考具

体化的方法，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图形技术，是打开大脑潜能的万能钥匙，可以应用于生活的

各个方面，其改进后的学习能力和清晰的思维方式会改善人的行为表现 

（2）操作： 

第一步：一张白纸，一支笔，想象力。 

第二步：从中心词开始，画五条（可以更多）向四周放射出来的粗线条。每一条线都使用不

同的颜色，并连接五个框，在这五个框内填上一想到“钱学森”这个词，首先跳入你大脑的

词汇与概念，这些概念与词汇因可能不要雷同。 

 

第三步：用联想来扩展这幅思维导图，在每一个主要分支上所写的关键词，在画出三个分支，



 

 

每个分支再写一个词，注意用上一级关键词来触发灵感。 

 

第四步：进一步完善这张表，按递进与并列关系继续把箭头改写，递进关系用箭头，并列关

系不用箭头，并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增加这张图表的内容，然后画上相关的图形。再看看，又

做什么？部分导图如下： 

 

 

 

教师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做下去，然后小组交流、观摩并提问：让我们思维得到发展与创新的



 

 

几大关键因素是什么？ 

生：有箭头，有框，有文字，有图形。 

师：文字、箭头与框图其实是有概念引发线性思维与放射性思维的表现，其实人的大脑的工

作本质就是概念及其相互关联的综合。而我们进行思维导图这个过程其实上是让我们的思维

清晰化、流程化、图形化，使思考变得发散、有序、高效，避免冲突与矛盾，这就是引发创

造性思维的关键。 

（五）小结： 

1、思维科学：专门研究人的有意识的思维，即人自己能加以控制的思维。 

2、创造性思维：就是指发散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时，能从多角度、多侧面、

多层次、多结构去思考，去寻找答案。 

3、思维导图：用放射状的辐射性的图形概念表达思维模式，可以有效地进行发散思维并整

理思维序列，使之高效有序。 

（六）作业： 

在课后对思维科学体系与思维导图的某一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完成一个小课题。 

题目参考： 

（1）逻辑思维与推理能力。 

（2）以学习为中心词完成一个思维导图的设计。 

（3）钱学森对思维科学体系所做的贡献。 

（4）我在学习中遇到一个问题（用思维科学的观点来解释、分析、并制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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