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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包装人才的创造力开发

张继红

（湖南工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包装人才创造力的开发应当以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前提条件，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逆向思维

和U型思维，采用智力激励法、问题列举法、类比创造法及形态分析法等创造技法对学生进行创造力开发，为
包装行业提供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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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ing Package Talents′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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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s of creative talent for packaging professional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erequisite condi-
tion of reasonable knowledge structure. The training of divergent thinking, reverse thinking and U-thinking modes can be
adopted with diversified methods as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problem enumeration, analogy creative law and morphological
analysis techniques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creativity developments of students and provide creative talents for the packag-
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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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造力开发源于 20世纪初的美国，后经“创造工
程之父”奥斯本等人的积极推动，迅速发展成为几乎

波及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创造力开发热潮。随着社会

竞争尤其是人才及科技领域竞争的加剧，人们对创造

力开发问题日益重视。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综合

性能力，创造者运用已积累的知识和已获得的经验，

独创性地提出新的思想，找出新的方法，创造新事物。

近些年，我国包装工业发展迅速，但与世界包装强国

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比如我国的包装行业长

期以来依赖国外的技术和设备，自主独立研发的很

少。包装从业人员素质、包装技术水平及开发新产品

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包装工业的发展和

包装技术的进步。所以，实施创造力开发，优化包装

人才培养，培养高层次的包装技术和管理人才己成为

我们国家包装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1 包装人才创造力所需的知识结构

包装人才创造力开发的前提条件就是包装人才具

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国内企业需要的包装专业

人才包括包装产品设计类人才、包装机械和设备类人

才、包装印刷类人才、包装测试类人才、包装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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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包装材料和新技术研发类人才。他们要了解艺

术学知识、人文社科知识、专业理论知识、自然科学

知识、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工程与经济管理知识，还

要有一定的外语能力和计算机操作水平等。具有创新

能力的包装从业人员要具备创新思维以及各种各样的

知识和技能，同时还必须具备创造性人格，这样才能

在包装工业方面创造新概念，提出新理论，发明新技

术，制造新设备，采用新方法，创作新作品。图 1是
包装人才创造力所需知识结构图，图中包装领域基础

知识是包装人才创造力的基础，它包括吸收知识、掌

握专业技术、实际操作、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等内容。包

装学科创造性思维能力为核心智能，这是构成包装人

才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个性品质是创造活动

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素质，是构成创造力的又一重要

组成部分。知识、智能和优良个性品质是包装人才创

造力构成的基本要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决

定其创造力的水平。

2 包装人才创造力开发的途径

从创造力所需知识结构图可以看出，包装人才创

造力的开发主要依附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创造技法

的掌握。一般来说，人类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创造技

法的掌握依赖于创造实践活动。因此，只有在包装人

才培养过程中实施创造教育，开展创造性实践活动，

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素质、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现

代包装人才。

2.1 培养创造性思维

培养创造性思维是包装人才创造力开发的途径之

一。所谓创造性思维是指主体在强烈的创新意识下，

依据研究对象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按科学的思路，灵

活运用各种思维方法，从而形成有一定价值的新观

点、新理论、新方法和新产品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

维不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它既包括逻辑思维，也

有非逻辑思维的参与。创造性思维的表现形式是多种

多样的，它包括发散思维、逆向思维、U向思维等典

型的思维方式。

2.1.1 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的基本模式如图 2所示，由问题的推出，
学生得到不同的求解方法，针对具体的问题，多学科、

多层次、多变量地思考与问题有关的信息。即尽可能

多、尽可能新地提出设想、办法或方案。通过发散思

维，学生可以获得较多的问题求解信息[1]124。

在发散思维之后需要进行信息的收敛，就是对信

息进行分析、判断与选择，把多个信息逐步引导到条

理化的逻辑序列中去,以便最终得出一个既有创造性又
有可行性的结论信息。在较复杂的问题求解过程中,发
散 - 收敛过程可能要重复多次（如图 3所示）[1]125。

2.1.2 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是相对正向思维而言的一种思维方式，

又称逆反思维。逆向思维的基本模式如图 4所示。一
般说来人们的思维方式有思维定势，总朝正面发散，

其结果是按正面思考的人越来越多，设想也越来越雷

同。如果有意识地逆向思考，就有可能发现鲜为人知

的信息,得到匠心独运的成果。这也就是要培养学生应
用逆向思维能够进行创造的原因[1]127。

  

2.1.3 U型思维的培养
U 型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向特殊的创新思维方式，

其思维轨迹如同字母U。U型思维思考的一般模式如
图 5所示。U型思维碰到问题求解时，它不是按照直

图 1 包装人才创造力所需知识结构图

Fig. 1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package talents’creativity

图 2 发散思维模式

Fig. 2 Divergent thinking mode

图 3 发散 - 收敛过程

Fig. 3 Divergent-convergent process

图 4 逆向思维模式

Fig. 4 Reverse think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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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向去思考，而是避直就曲，通过中介转换成另一

问题，或将直接求解问题的手段转换成间接求解手

段。包装测试时采用传感技术和电脑分析技术，就是

采用U型思维。
  

创新思维的培养只有蕴含在各教学环节和教学实

践当中才能得以实施。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积极开展创新教学。教师要善于利用各种教学途径，

在教学内容上突出新颖性、创意性、研究性和系统性，

改革教学方法，将创新意识传递给学生，在教学中留

给学生更多的问题，指导学生通过思考，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为学生奠定创新设计

的基础。

2.2 掌握创造技法

创造技法是以创新思维为基础，运用创造性的思

维来开启思路的过程，是人们用以探求发明创造设想

和方案的技巧、经验和方法的总称。创造技法在设计

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直接影响设计方案的构思。掌

握创造技法是包装人才创造力开发的另一途径。

随着科学的发展，创造技法日益完善。目前应用

较广的创造技法有智力激励法、缺点列举法、类比创

造法、形态分析法等。将创新技法融入包装学科教学

中，开展创造性实践活动是培养包装人才的有效途径。

2.2.1 智力激励法

智力激励法可以通过特定的会议来造成学生之间

的思维“激励”，图 6 是智力激励法过程描述。智力激
励法的使用，主要通过召开“智力激励会”来运作，使

学生产生联想，以获得量大、面广、质高的创造性设

想，产生新的创意。

2.2.2 问题列举法

问题列举法是把事物罗列开来，举其要素分别加

以分析研究的一类创造方法。它通过对问题的自由列

举来激发人们的发散思维，在收敛思维的帮助下获得

所需要的新成果。常用的有:缺点列举法、希望点列举
法和特性列举法。图 7是缺点列举法实施过程，描述
了通过列举事物缺点获得新信息或改进方案的一种创

造技法。

2.2.3 类比创造法

类比创造法创造的基本程序如图 8 所示，创造的
过程是从问题出发，经过技术分析和类比设计后获取

类比创造成果[1]218。

2.2.4 形态分析法

形态分析法是一种系统搜索和程式化求解的创造

技法[1]237。包括下面几个步骤：

1）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就是确定创造对象的构成
因素，要求预先感觉到经过聚合所形成的产品大概结

构，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创造性的发挥。 

2）形态分析。按照创造对象对因素所要求的功能
属性，列出各因素可能的全部技术手段。

3）方案组合。在因素分析和形态分析基础上，可
以采取形态学矩阵进行方案组合。

4）方案评选。评选时从新颖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三方面进行初评，再根据技术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评

价，选取最好的方案。 

创造技法可以广泛应用于教学环节当中，尤其是

在实践教学各环节中。如在包装艺术设计、包装工程、

印刷工程、包装机械等专业的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毕

业设计、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中，可以广

加应用。学生能够掌握和熟练地运用创造技法，这对

未来的产品设计和制造都很重要。这里必须强调一

点，创造技法注重的不是创造活动中的具体的创造过

图 5 U型思维模式
Fig. 5 U -thinking mode

图 6 智力激励法过程描述

Fig. 6 Description of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method process

图 7 缺点列举法过程描述

Fig. 7 Description of shortcoming
enumeration method process

图 8 类比创造法过程描述

Fig. 8 Description of analogy creative law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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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创造手段，它注重的是创造主体的思维方法的开

发和培养。

综上所述，在包装人才培养中努力开发同学们的

创新思维，让大家更多地掌握创新技法，是包装人才

创造力开发的重要方法。不仅有利于提高同学们的创

新意识，提高工作效率，使工作不断创新，同时对开

发个人和集体的创造力，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

用价值。

3 包装学科教育中创造力开发案例

创新思维和创造技法从总体上讲适合所有的创造

活动，要完成一项创造课题，常常需要数种创造技法

的协同配合[2 ]。例如，提出糖果包装机裹包机构设计

时，可采用图 9所示的 4种思考方案。设计者结合开
发商的需要，对四种方案进行技术分析、对比和可行

性认证，从实用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

择优选用最适合的方案。

  

上述案例从包装机械设计的角度出发，选取糖果

包装机裹包机构为具体设计对象，在方案设计的过程

中，采用数种创造技法协同配合，综合运用了创新思

维和创造技法来确定 4种不同的开发新型糖果包装机
方案。该设计方法是产品创新设计过程中可以借鉴的

一种设计思维模式。在产品的创新设计过程中，教师

不要孤立地、形而上学地去运用创造技法，只有综合

运用，才能发挥创造技法的导向、启发和求解问题的

功能，使创造技法成为学生们打开创造世界大门的金

钥匙。

4 结语

包装人才创造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包装

学科知识基础之上。包装学科教学改革，实质上是一

种注重包装学科创造力开发的教学改革实践。以湖南

工业大学为例，学校创立校企联合办学实体，探索建

立对包装业发展变化趋势和需求主动做出快速反应的

包装教育机制，采取课堂教学与生产现场教学相结合

的方式，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3 ]。学校还经常举行包

装界的大型活动，吸收国际包装产业的技术资源与信

息资源，跟踪世界包装业的科技潮流，大大开拓了师

生的视野，为包装人才创造力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这种做法，使学校培养了大批具有创造力的包装

专业人才，值得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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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方案二

 c）方案三

d） 方案四

图 9 开发新型糖果包装机方案
Fig. 9 Development program of new candy

packaging machine

a）方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