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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8章论述了数学与创造的关系，数学的各种创造特性，数学教育中培养创造性和能力的重要性
，以及数学创造的方方面面。
    书中首先对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运算能力这些创造的智力因素，以及社会、兴趣、
毅力、环境等创造的非智力因素，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并列举了许多数学上的实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
对于数学创造这个高智力的复杂活动，书中也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阐述了数学创造的动机与应用之后，还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述了数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创造的联系、
数学创造的方法等。
 　　全书资料翔实，文笔流畅。
且有分析，有说明，有理论，有提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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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数学创造是什么　　1.1　令人神往的字眼　　直接或间接需要数学的人们，已愈来愈看重数
学思想的价值，日益注重跨越数学各分支的思想、精神和方法的研究。
数学有一部传奇史，它最重要的特色是充满了诱人的创造活动。
　　“创造”是一个十分令人神往的字眼，人们都盼望自己能进行创造，能加入创造者的行列，都盼
望自己有很强的创造力，并获得创造性成果。
　　“创造”一词，在心理学家那里，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从心理的角度，也有从心理与生理结
合的角度加以阐述的；有从创造过程，也有从创造过程与创造成果的结合上阐述的。
说法之一是：创造就是利用大脑皮层区域已经形成的旧联系来形成新联系。
　　常人谈到创造，无不联想到一个“新”字，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就谈不上创造。
　　这些新的东西，包括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等。
　　标新立异，这确实是创造性劳动的重要特征。
然而，并不是凡得到新产物都称得上创造。
某个观点似乎很新，但它并不正确，不符合客观实际，或者不合乎逻辑，当然不能叫做创造。
某项技术看来很新，却不能应用；某项工艺也未曾见过，但比现有的工艺还要落后，自然也都不上创
造。
　　所以，创造活动是指人在实践中产生新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和科学价值的产物的过程。
这个过程应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再现性和一定的难度。
　　创造过程往往不是很清晰的，有时姗姗来迟，有时突如其来，但大体也可划分为几个阶段。
　　美国人克雷奇等把创造过程分划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孕育阶段，明朗阶段和验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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