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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学习心流和学业自我效能对学前专业师范生创造力倾向的影响。共招募 275名学前

专业师范生填写威廉斯创造性倾向量表、青少年学习沉醉感量表和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研究发现：1）学前专业

师范生的学业自我效能和创造力倾向中的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学习心流保持不变。2）学习心

流（目标清晰、投入体验与享受、时间感扭曲）、学业自我效能水平与创造力倾向呈显著正相关。3）学业自我效能在学习心

流和创造力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学前师范生的创造力倾向特点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为个体创造力培养提

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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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flow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on the cre⁃
ativity tendency of student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 total of 275 student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were recruited to fill in the Williams
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the Scale for Adolescents’Flow State in Learning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The re⁃
sults found that: 1）levels of curiosity，imagination，and challenge in the creative tendency，and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of pre⁃
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decrease with age，and the flow state remains stable; 2）learning flow（clear goals，devotion to experience
and enjoyment and distortion of time），academic self-efficacy level and creativity tendency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3）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state in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tendency. This re⁃

收稿日期：2021-12-18；修回日期：2022-01-05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启动经费项目(Y9CX441005)；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G21-3-ZX47)

作者简介：谢文澜，女，湖北黄冈人，博士，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心理学；徐宪斌，男，浙江兰

溪人，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孙雨圻，女，山东烟台人，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教师；王玉正，男，

山东莱州人，博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认知神经科学。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2年3月
第38卷 第3期

March 2022
Vol.38 No.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3期

search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creativity tendency and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creativity.
Key words: creativity tendency；the flow state in learning; academic self-efficacy；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mediating effect

一、问题提出

创造力是创新教育中最核心、最活跃也是最

关键的因素［1-2］。早在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

福特就对创造力的概念开展研究。进一步研究

表明，创造力在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创造

力的教学可以带来创造性的学习，激发学习者的

创造潜力［3］。在课堂中积极探索有助于促进学生

创造力发展的教学，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高度

重视的课题。但关于创造力的概念并不明确，研

究者认为，创造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要对创造

力的过程进行明确清晰且充分详尽的阐释是非

常困难的［3］，［4］1-8 。事实上，人类创造力可被应用

于各个领域，而这也吸引着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

度去对其进行探讨。虽然创造力的定义非常多，

但目前存在的普遍接受的创造力定义是个体在

思想、成果、行动上的新颖的、有意义的改变。

学前阶段是个体创造力发展的奠基期，而学

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是未来培养幼儿想象力和创造

力的主力军。研究表明，教师的教学会促进或抑

制学生的创造力，故培养教师的创造力技能尤为

重要［5］，即在课堂上，能够纳入促进创造力的教学

实践可以给学生的行为、社会技能、自尊、动机和

学业成就带来积极的影响［6］。对于学前教育来

说，教师的创造力技能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课程设

置。学前教育呼唤游戏精神，而创造性是游戏精

神的一个重要特性［7］。一名具有创造力的学前教

师往往会在游戏中运用自己的奇思妙想，丰富幼

儿的游戏内涵，拓展幼儿的思维，增强幼儿创造

力，进而形成一套新的课程体系，促进幼儿课程改

革。且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发展领域研

究中需要纳入创造潜力［8］，学前教师作为幼儿的

榜样、幼儿的启发者和环境的创设者，在一定程度

上会对幼儿的创造力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

见，学前专业师范生的创造力会影响其今后的教

学表现、课程创新改革能力，以及幼儿创造力的形

成。但目前较少有研究对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

创造力进行探讨。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首先探讨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创造力现状和特点。

由于创造力内涵较为复杂，以往研究发现，青

少年创造力发展趋势并不一致，创造力的不同成

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增长或减少的趋势，大

约在14岁以后呈现的是稳定的缓慢的增长［9］。等

到了成年期，个体的创造力是融合了个体青春期

时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改变［10］。此时创造

力不仅包括了认知特征，还更多包括了情感意志

特征。成年期个体的认知特征更趋于稳定，但情

感意志方面还处于波动状态。基于此，笔者在本

研究中尝试采用威廉斯创造性倾向量表测量学前

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创造力情意特征［11］，尝试描述

其创造力现状和特点，并提出研究假设H1：学前

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创造力基本保持稳定，但创造

力倾向内部的不同成分可能存在波动。

学前专业师范生的创造力培养是融入其日

常学习中的，由于个体在解决问题时的身心状态

会对创造力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师范生在进行课

程学习，问题解答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自身

的创造力。这提示创造力的形成可以发生在个

体的学习体验中。当个体全身心的投入到某件

事中，会使其感受到体验本身也是非常令人愉悦

的，以至于个体愿意花费极高的代价去完成它，

这是一种最佳体验（optimal experience），该过程被

称为心流体验或沉醉感（flow experience）［12- 13］。

它是个体的认知、情感与行为活动整体参与的结

果。此时，个体的意识全部集中在一条狭窄的通

道中，自动过滤掉与任务无关的知觉或感觉信

息［14］。心流体验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先行阶段

（antecedents）、实践阶段（experiences）、效果阶段

（effects）。先行阶段主要包括对目标清晰的感

知、即时明确的反馈，以及挑战难度与技能水平

的匹配；体验阶段是由整合的行为和意识，高度

集中的注意力，潜在控制感组成；效果阶段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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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体验心流的效果，包括自我意识的缺失、时

间感扭曲、融为一体的体验［15］（笔者在本研究中

采用的问卷也是围绕该三阶段编制）。

心流作为一种与个体体验相关的认知/情绪

状态，其与创造力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有研究

者认为，当个体处于心流体验巅峰的时候，是其

最具有创造力的时候［16］。相关学者认为，创造力

是受到个体内在动机驱动，而心流体验是一种高

度的内在动机，个体在感受该过程时，更容易产

生创造性成就［17］。尹雅兰研究发现，心流能够正

向预测创造力，并在高中生人格特质和创造力之

间呈中介作用［18］。如果创造能引起学生好奇心，

并激发学生内在动机和兴趣的学习环境，学生将

有机会体验到心流，并提升创造力［19］。此外，心

流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个体层

面上，心流带来的积极情绪体验［20］使得个体学习

和探索行为频率增加，任务、活动完成的技巧提

高，潜能得到挖掘，进而使得个体重复体验这种

愉悦感，这种自我强化使得个体心理行为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21］；在社会层面，心流促使个体对文

化信息进行心理选择，进而使得被选择的文化信

息得以遗传，从进化角度来看，心流对人类社会

发展和进化具有重要的作用［22］。心流可以发生

在不同的活动中［23］89-103，同样，学前专业师范生在

学习过程中也会产生学习心流。但目前关于学

习心流的研究相对较少，且较少有研究探讨学前

师范生心流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因此，笔者在

本研究中接着探讨的问题是学前专业师范生学

习心流的现状，及其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相关

研究表明，11-19岁青少年的心流随着年级的上

升而降低［24］。因此，提出本研究第二个假设H2：

学前师范生的学习心流随着年级或年龄的增长

而降低。同时，上文已表明，心流可能与创造力

呈正相关。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第三个假设H3:

学习心流对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创造性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25］，学

生想要全身心的投入其中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

诱惑。学业自我效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它是

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中的表现，即个体对自身

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业任务的主观判断，是在学业

任务中的自信。个体在心流状态中所体验到的

积极情绪使得个体完成任务（包括学习任务）的

技巧不断提高，进而个体对完成该任务所具有的

信心也随之提高。相关研究也发现，不同心流体

验的变动，对自我效能有不同的影响［26］。另一方

面，以往研究已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创造力关系

密切，如自我效能的提升对创造力有着显著的促

进作用［25- 27］。因此，提出本研究的第四个假设

H4：学业自我效能在学习心流和创造力之间起到

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在本研究中假设H1：学前教

育专业师范生的创造力基本保持稳定，但创造力

倾向内部的不同成分可能存在波动；H2：学习心

流随着年龄的增长降低；H3：学习心流对创造力

倾向具有积极影响；H4学业自我效能在学习心流

和创造力倾向间起到中介作用。并根据假设H3，

H4提出如下理论模型（见图1）。

学业自我效能

学习心流 创造力倾向

图1 理论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宁波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师范

生，采用随机取样法，回收有效问卷275份。研究

对象年龄18-23岁，平均年龄20.52±1.01岁，女生

267人。其中大二学生129名，大三学生146名。

因为学前专业师范生多为女生（《2019年全国教育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专任

教师占比达97.79%），故学前师范女生在一定程

度上也能代表学前专业师范生的发展特点。

（二）研究工具

威廉斯创造性倾向量表，共50题，采用3级

评分，包括冒险性、好奇性、想像力、挑战性4个维

度，分数越高，代表创造力水平越高。量表具有

较高的信度，分量表和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

位于0.525-0.884之间，重测系数位于0.593-0.702

之间［11］。在本研究中，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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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513-0.656。

青少年学习沉醉感量表，共12题，采用5点

评分，包括目标清晰（学习者非常明确自己的学

习目标和表现）、投入体验和享受（学习者行为受

到内在动机学习动机支配）、自我意识减弱（学习

者忽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影响）、时间感扭曲

（暂时性时间感扭曲，知觉到的时间比真实时间

要快）4个维度。雷雳等人研究，采用6点评分，得

出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5，分量表为0.65-

0.79［24］。在本研究中，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

为0.674-0.864。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共22题，采用5

点评分，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

我效能感2个维度，分数越高，效能感越高。分量

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0和0.752［28］。在本研

究中，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27和0.913。

（三）研究程序

被抽取到的被试统一在教室里完成问卷，完

成时间约20分钟左右。测试前，主试向被试宣读

指导语，并告知所得数据只用于研究，所有资料

将严格保密。

（四）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SPSS 20.0和AMOS 22.0进行

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次研究数据通过问卷收集，因此首先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根据周浩和龙立荣的

建议，在施测过程中进行了相应控制，如采用匿

名方式进行测查、部分条目使用反向表述等。另

外，使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个体间变量进行共

同方法偏差检验，将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得出 26 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最大的

因子仅解释了总变异的 14.25%。表明本研究数

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9］。

（二）年龄与学习心流、创造力倾向以及学业

自我效能的关系

学习心流、创造力倾向，以及学业自我效能

在年级上无显著差异（ps<0.05）。将年龄和学习

心流、创造力倾向以及学业自我效能进行相关分

析，发现学习心流与年龄无关；好奇性（r=-

0.131）、想象力（r = -0.139）、挑战性（r = -0.161）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ps<0.05；学习能力自我

效能感（r = -0.128）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r = -

0.126）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ps<0.05。

（三）学习心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创造力倾

向的相关分析

表1表明，创造力倾向各维度与学习心流中

的目标清晰、投入体验和享受、时间感扭曲成显

著正相关。创造力倾向各维度得分和学习效能

感各维度得分成显著的正相关。而学习心流中

的自我意识减弱维度与创造力倾向的好奇性、想

象力、挑战性这三个维度相关不显著；学习心流

中的自我意识减弱维度与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相关不显著。
表1 学习心流、学业效能感与创造力倾向的相关分析

变量

1.冒险性

2.好奇性

3.想象力

4.挑战性

5.目标清晰

6.投入体验和享受

7.自我意识减弱

8.时间感扭曲

9.学习能力自我效能

10.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M

24.00

29.89

24.83

27.03

11.33

15.86

9.38

8.17

34.78

33.08

SD

2.18

3.28

3.65

2.66

1.92

2.73

2.68

1.42

6.49

6.52

1

1

.424**

.386**

.482**

.273**

.275**

.136*

.147*

.277**

.265**

2

1

.543**

.455**

.324**

.349**

-.010

.236**

.279**

.242**

3

1

.443**

.206**

.289**

.012

.162**

.194**

.271**

4

1

.249**

.318**

.050

.215**

.327**

.264**

5

1

.726**

.273**

.654**

.378**

.247**

6

1

.236**

.698**

.326**

.271**

7

1

.240**

.148*

.006

8

1

.206**

.168**

9

1

.492**

10

1

注：p＜0.001***，p＜0.01**，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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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考虑到学习心流中“自我意识减弱”这个维

度与创造力三个维度相关不显著，故在原模型中

去掉自我意识这一维度，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假设

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显示：χ2 /df = 43.196，

RMSEA = 0.054，CFI = 0.978，SRMR=0.038。所

有观测变量均纳入模型，除参照指标外，其回归

系数均达到显著。模型合理，进一步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

（五）学业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

效应显著性，对数据进行1000次重复抽样，形

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学习心流对创造力倾

向的直接效应为 0.275，置信区间 95% CI =［-

0.022，0.496］，p = 0.064；间接效应为 0.198，置

信区间95% CI =［0.049，0.490］，p = 0.003。学

业自我效能对创造力的直接效应为0.419，置信

区间 95% CI =［0.149，0.742］，p = 0.006；学业

自我效能间接效应作用于创造力的四个维度，

挑战性、想象力、好奇性、冒险性 ，分别为

0.286，0.281，0.302，0.262，置信区间 95% CI =

［0.104，0.512］，p = 0.005；［0.103，0.502］，p =

0.006；［0.109， 0.550］，p = 0.005；［0.096，

0.467］，p = 0.005（见表2）。

表2 学业效能中介效应表

创造力 学习心流

标准直接效应

0.275

标准间接效应

0.198

95%CI

lower

-0.022

95%CI

lower

0.049

upper

0.496

upper

0.490

显著性

0.064

显著性

0.003**

学业效能

标准直接效应

0.419

标准间接效应

--

95%CI

lower

0.149

95%CI

lower

--

upper

0.742

upper

--

显著性

0.006**

显著性

--

该中介分析中，当加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变量

之后，学习心流对创造力的效应从显著变成不显

著。由此可见，学业自我效能感起到了完全中介

作用（见图2）。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学业自我效能

目标清晰

时间感扭曲

投入体验和享受 学习心流

冒险性

想象力

挑战性

0.66***

0.42***

0.63***

0.72***

0.67***

0.68***

0.75***

0.47***

0.27***

0.83***

0.89***

0.78***

创造力倾向
好奇性

图2 学业自我效能在学习心流和创造力倾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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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

（一）研究发现

笔者在本研究中首次探索了学前专业师范

生创造力倾向、学习心流以及学业自我效能的年

龄发展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发现：

1）学前专业师范生的创造力倾向三个维度：冒险

性、好奇性、挑战性基本保持在中等偏上水平，但

想象力则在中等偏下。大二和大三学生创造力

倾向无差异。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好奇性、想

象力、挑战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该研究结

论部分验证假设H1：学前师范生创造力倾向保持

稳定，但创造力倾向内部的不同成分可能存在波

动。2）心流四个维度均高于量表平均值，且大

二、大三学生无差异，也未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

化，与假设H2不符。3）除学习心流“自我意识减

弱”这个维度外，其他三个维度与创造力四个维

度均呈正相关，验证了假设H3：学习心流对创造

力倾向具有积极影响。4）学业自我效能与创造

力倾向四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学习能力自我

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也随着年龄的增

加而降低，且其在学习心流和创造力倾向间起到

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H4。

（二）学前专业师范生创造力现状

笔者在本研究中发现，师范生创造力倾向基

本保持稳定，冒险性、好奇性、挑战性中等偏上，

但是想象力却中等偏下。以往研究认为，随着年

龄的增长，人的想象力逐步减弱［30］。在本研究中

发现，创造力在年级上无差异，但随着年龄的变

化，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

低。这可能提示目前的教育并不能对学生的创

造力产生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在接受教育

时，更多获得的是具体的知识内容，但创造力的

提高和知识内容的增加并无显著相关［31］。创造

力应该是个体基于所学习到的知识和能力，再加

工后所得的高级复合产品。但是相反，年龄对创

造力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未有研究对该

结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还需进一步进行分

析。但同时，它对个体创造力年龄特点研究提供

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借鉴。

（三）学前专业师范生学习心流现状及其对

创造力倾向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不符，学前教育师范

生的学习心流保持相对稳定，并未因教育和年龄

产生变化。这可能是由于在雷雳等人的研究中，

被试的年龄在11-19岁之间［24］，这部分个体全身

心体验某一活动的能力还未发展成熟，教师和父

母的教育，以及个体的生理心理发展均会对该能

力产生影响。但当个体年龄到达十八九岁以上

时，这一能力则基本保持稳定。另一方面，研究

发现，学习心流中的目标清晰、投入体验和享受、

时间感扭曲与创造力倾向四个维度均呈正相关，

验证了研究假设H3学习心流对创造力倾向具有

积极影响。以往研究认为，音乐作品中的创造性

评价与高水平的心流相关显著，因为创造可能是

一种顿悟的结果，其中顿悟的过程与心流状态非

常接近，或者说等同［22］。本研究结论补充了该结

论，将心流对创造力的影响扩展到个体的学习

上，提示不单单在特殊领域，在一般的学习领域

中，心流对创造力也会产生影响。

（四）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习心流和创造力

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从结构方程拟合结果来看，学业自我效能感

在学习心流和创造力倾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与

研究假设一致。 从心流理论来看，高水平的心流

体验者，约有可能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进而

帮助个体更清晰地看待自己的能力，也就是促进

自我效能［32］；从情绪体验来看，与生理唤醒一样，

情绪唤醒对自我效能感十分重要［33］。心流所产

生的积极情绪体验，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

另一方面，高自我效能个体更具备创造力［34］。这

也提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在帮助学生体验心流

的时候，也是在促进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进而提

升学生的创造力倾向。

此外，研究发现，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

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这

一结论与创造力倾向结论非常接近。这可能是

由于与小学、初高中相比，大学的学业压力相对

较低，对学习成绩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同时，对

社交、合作等社会能力要求逐渐增长，所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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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增长，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降低。

（五）对创造力培养的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于如何挖掘个体创造力潜

能，促进个体创造力思维培养提供启发。研究

结果提示，创造力需要特别的教育模式来支

持，普通的教学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对个体的创

造力发展影响甚微（研究结果表明，年级间创

造力不存在差异，即其受到教学效果影响较

低）。要走出该困境，我们需要在尊重传统教

育理念和方法的同时，融合新的教育理念，探

索能挖掘个体创造力潜能的教育方法，促进个

体创造力思维培养。因此，结合本研究结论和

目前教育现状，笔者认为，培养个体创造力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树立正确的创造力教育观。其一，教

育者需要明确创造力是一种能力，而非单纯的知

识累积。其二，教育对学生的创造力培养更多的

可能是个体可以进行创造的一种准备，而非创造

的结果或成就。其三，对创造力的评估不可局限

于传统的成果认知，如创造力就是发明创造，而

应从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进行全面评

估。因此，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要注重知识的创新

和应用，而非机械的原样复刻；同时，培养学生创

造力不可急功近利，而需将其看成是对个体创造

力准备状态的一种培养；此外，进行评估时需更

重综合、更重过程、更重思维。

第二，基于积极心理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心

流。本研究结论已表明，学习心流对创造力倾

向具有重要影响。斯腾伯格创造力投资理论强

调，创造力是将相关的心理资源投入到创造工

作中。而心流的状态就是个体全身心将所有认

知资源投入到某项活动中，该状态与个体进行

创造活动时非常相似。因此，培养学生的学习

心流有助于培养个体的创造力。但在一般学业

活动中，满足个体产生心流的环境相对较少，故

教师可以设置环境，创造机会帮助学生体验学

习心流。积极心理学提出，个体产生心流需要

三个条件：其一，从事的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

（教学目标）。研究者认为，明确化的教学目标

具备可操作性的特点［35］，具体来说，通过陈述观

察到的行为来描述目标，陈述的行为应该包括

学生学习的变化［36］28和学生学习的结果［37］3。其

二，即时得到结果反馈。教师的即时反馈，一方

面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另一方面，也

能帮助教师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成效。因

此，教师需要具备捕捉反馈信息的意愿，收集整

理反馈信息的方式，加工处理反馈信息的能

力［38］。其中，教师加工处理反馈信息的能力是

关键，有效的反馈评价应该做到多元化，即从多

角度对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发展、学习态度和

情绪情感进行评价。 其三，个体掌握的技能需

要和完成任务的挑战性相对平衡，有助于个体

全神贯注，接受挑战。如上文描述，技能水平与

任务挑战难度的平衡是引发心流体验的关键。

个体所接受的任务是在不断变化的，当个体所

参与的活动难度增加时，为了使得个体保持心

流的体验，个体就需要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或

者发展出新的技能来应对高难度的挑战，这促

使个体身心不断发展［39］。而教学中的“最近发

展区”是帮助学生体验心流的最佳方式。教师

可依据学生的能力，提供教学支架。学生在进

行无法独立完成的学习任务（高难度挑战）时，

通过教学支架帮助，可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

力或发展出解决问题的新技能（创造力的锻

炼）。这一过程中，学生能更好地体验心流。对

于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来说，他们需要面临不

同的课程类型（理论课程和技能课程）。因此，

有效的教学支架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针对性、弹

性和灵活性，帮助学生顺利通过最近发展区并

体验到心流。

第三，激发学生内在动机，培养学业自我效

能。结构方程模型表示，学业自我效能在心流和

创造力倾向中起到重要中介作用，是心流和创造

力倾向之间沟通的桥梁。因此，学业自我效能可

较好地调节心流和创造力倾向之间的关系。其

一，培养学业自我效能需要培养个体内在学习动

机。内在动机是维持个体持续某一活动的重要

动力源泉，是提升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40］，且内

在动机具有相对稳定性，能帮助学生具备稳定的

自我效能。高学业自我效能信念的个体在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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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学习情境时，都会保持强烈的内在学习动

机和坚持性。相反，低学业自我效能信念的个体

认为，自己对成功与否无能为力，也不会自觉主

动地去学习。其二，培养学业自我效能要培养学

生对自己的期待，尝试让学生回答一些在自己学

业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形成适当的自我学业预

期，进而提高自我学业效能感。其三，适当指导

学生进行成败归因，避免学生出现习得性无助，

同时帮助学生进行积极归因。其四，通过效能信

息（个人表现经验、替代经验、想象经验、言语说

服、生理状态、情绪状态等）塑造个体学业自我效

能。

（六）研究局限性及未来方向

笔者在本研究中设计的理论模型主要从学

生的学习心流、学业动机出发，围绕学生的学习

能力展开，但一般的心流、自我效能对学生的创

造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第

二，研究群体还有待进一步扩大，随着学前专业

男师范生的逐渐增加，弥补了学前教师队伍中的

性别结构失衡，男师范生的创造力及心流现状如

何，需要进一步探讨，进而促使研究结论更具有

普遍性；第三，本研究为横断研究，且结合前人研

究和本研究发现个体的创造力、学习心流、学业

自我效能的发展皆具有年龄阶段性特征，故为了

更好地研究个体创造力、心流、自我效能及三者

关系的年龄发展特点，我们还可采用追踪性研究

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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