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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焦虑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界对于焦虑促进还是阻碍创造力的问题尚存分歧，有研究发现不同

焦虑类型对创造力影响不同。本文主要梳理前人针对一般性焦虑、特殊焦虑、创造性焦虑对创造力影响的研

究，通过加工效率理论、干扰和认知能力的互补结构理论、恐惧管理理论解释不同焦虑类型对创造力影响的

认知机制，为目前的研究现状提供新的解释视角。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更加规范样本选择，包括研究工

具、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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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造力通常被认为是产生原创和有用的想法、见解或解决问题的能力（Amabile，1983；Sternberg 

and Lubart，1999），在科学、教育、经济、生活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人工智能发展迅猛的今天，

创造力成为人工智能最难实现的人类能力。因此，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人的创造力是成功的重要决定因

素（Daker et al.，2020）。

基于创造力的重要性，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受到学者的广泛研究。已有研究将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归为

个体因素、工作／任务、领导／监管、团队／组织、社会网络等方面。个体因素包括情绪、动机、认知

等方面。其中，情绪是指个体身心针对特定事物的独特反应。近年来，由于社会快速发展，焦虑情绪对

创造力的影响受到了较多的关注（王智宁 等，2016）。焦虑（Anxiety）被定义为一种主观的理解、担忧

和紧张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由心理或身体上的威胁所引起的（Spielberger，1972）。尽管学者在焦虑对

创造力的影响上做了较多研究，但研究结果尚存分歧：除了发现焦虑促进创造力的发展外，也有研究发

现焦虑阻碍创造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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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对创造力的影响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有研究发现不同焦虑类型对创造力影响程度不同（刘冰

洁，2017；卢家楣 等，2005）。我们假设，焦虑与创造性表现的关系可能取决于焦虑的类型。焦虑的分

类纬度多样，不同类型的焦虑对创造力的影响也不一样。具体来说包括一般性焦虑（状态焦虑、特质焦虑）、

特殊焦虑类型（如死亡焦虑、数学焦虑、考试焦虑、艺术焦虑）、创造性焦虑等不同类型对创造力的影

响各不相同。因此，本文旨在梳理前人在不同种类焦虑对创造力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目前的研究分歧提

供新的解释视角。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1）一般性焦虑对创造力的影响；（2）特殊焦虑对创造力的

影响；（3）创造性焦虑对创造力的影响；（4）对现存问题的思考以及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通过对近

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发现进行总结和归纳，辨析主要争议问题，提出未来研究创造力和焦虑的关

系的建议与展望。

2  一般性焦虑对创造力的影响

施皮尔伯格（Spielberger，1996）提出将一般性焦虑（General Anxiety）分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

状态焦虑是指人处于某一情境时所产生的，为时较短暂、强度多变的心理状态；状态焦虑是相对稳定的、

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且具有个体差异的焦虑倾向或焦虑习惯（Spielberger，1966）。许多研究试图检验特

质焦虑和状态焦虑对创造力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发现并不一致。

有研究发现一般性焦虑会促进创造力（刘冰洁，2017）。刘冰洁（2017）通过组合情绪诱发法和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研究焦虑对创造性认知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状态焦虑促进了创造性观点的产

生。此外，高创造力个体也表现出较高的特质焦虑，例如，卡尔森（Carlsson，2002）探讨了不同创造

性人群在焦虑和防御机制上的差异，研究者把被试分成成高创造力组、低创造力组，分别在 2 或 3 周间

隔的情况下进行元对比技术（meta-contrast technique，MCT）和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测试。研究发现高创造力组比低创造力组更焦虑，高创造性组的特质焦虑高于低创

造性组，但状态焦虑未达到显著水平。

尽管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对创造力的正面影响证据颇多，但也有研究者得出相反结果。例如，拜伦

和卡赞奇（Byron and Khazanchi，2011）对焦虑和创造力之间关系的 59 个独立结果进行了元分析，发现

特质焦虑、状态焦虑与创造力表现呈负相关。此外，与状态焦虑相比，特质焦虑与创造性表现的负相关

更为显著。一些研究者以学生群体为被试，揭示了焦虑情绪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学步期儿

童的身上已有体现，成童等（2022）采用追踪研究的设计，考察学步期的广泛性焦虑和分离焦虑对儿童

5 岁时创造力的预测及其潜在机制，发现儿童学步期表现出来的广泛性焦虑（一种特质焦虑）和分离焦

虑（一种特质焦虑）可以直接负向预测儿童 5 岁的创造力。Sanz de-Acedo-Baquedano 和 Sanz de Acedo-

lizarraga（2012）研究了 12 ～ 14 岁的学生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与语言和图形创造力的关系，发现状态焦

虑和特质焦虑与语言和图像创造力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负相关，与特质焦虑的关系更强更显著。卢

家楣等（2005）以 13 ～ 14 岁学生为被试，进行了更具生态化效度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在真实学校情境下，

特质焦虑对学生的创造性无显著影响，状态焦虑对学生的创造性有显著负影响，且主要体现在流畅性和

变通性两方面。阴云航等（2022）发现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新生抑郁、焦虑及压力与创造力倾向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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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焦虑与创造力没有显著相关。

以上分歧可采用加工效率理论（Processing Efficiency Theory）解释（Eysenck and Calvo，1992）。根

据该理论，担忧是状态焦虑的组成部分，负责焦虑对绩效有效性和效率的影响。焦虑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被激活（特别是在测试、评估或竞争的情况下），在高特质焦虑个体身上尤为明显（Eysenck，1992）。

担忧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通过抢占工作记忆的处理和临时存储能力来干扰认知，降低了工作记

忆中的认知资源（Eysenck et al.，2007）。由于这些注意力资源很少用于创造力任务处理，从而抑制了

创造力表现。另一方面，增加了减少厌恶焦虑状态的动机，这一功能通过促进强化努力和辅助加工资源

与策略的使用来实现。因此，由于抢占工作内存资源而导致的潜在性能损害可以得到补偿，从而促进了

创造力的表现（Eysenck and Calvo，1992）。

在上述研究中，一方面状态焦虑、特质焦虑促进了创造力的发展。根据加工效率理论，特质焦虑、

状态焦虑增加了减少厌恶焦虑状态的动机，由于抢占工作内存资源而导致的潜在性能损害被补偿，个体

通过强化努力和辅助加工资源和策略的使用促进了创造力的表现。另一方面，状态焦虑、特质焦虑阻碍

了创造力的发展。根据加工效率理论，特质焦虑、状态焦虑主要影响是在中央执行系统上，因此，在对

工作记忆的处理和存储能力（尤其是中央执行能力）有实质性要求的任务中，一般性焦虑会干扰这种加

工和储存功能，而且会给自我调节机制增加额外的负担，消耗了有限的工作记忆注意力资源，由于这些

注意力资源很少用作创造力处理，从而抑制了创造力表现（Eysenck and Calvo，1992）。

3  特殊焦虑对创造力的影响

除了一般性焦虑，前人还研究了一些特殊情境下的焦虑包括死亡焦虑、数学焦虑、考试焦虑等对创

造力的影响。

3.1  数学焦虑与数学创造力

数学焦虑（Mathematics Anxiety）是指当一个人被要求进行数学运算时，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状态，

或者当一个人被要求处理数字和形状时，会有一种紧张、无助或精神错乱的感觉（Swars et al.，2006）。

数学创造力（Mathematical Creativity）被视为发明的算法和策略，甚至是解决标准问题的替代方法。数学

创造力的另一种定义是克服执着和发散性产物（Haylock，1987）。关于数学焦虑与数学创造力之间的关

系，人们所知甚少（Sharma，2014）。

一项研究从逆境商与数学焦虑的角度探讨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发现八年级学生的数学焦虑和数学

创造性呈负相关（Wahyuningtyas and Asikin，2020）。马克罗拉和乌索多（Machromah and Usodo，2016）

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任务访谈法收集数据，分析初中生数学焦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水平，发现来自九年级

的学生数学焦虑水平越高，创造力水平越低。强尼（Johny，2008）也发现数学创造力与数学焦虑呈显著

负相关。另外，海洛克（Haylock，1987）证实了他的假设：与同龄人相比，数学创造力高的学生焦虑程

度较低。菲特勒（Fetterly，2020）也发现数学创造力越高，数学焦虑就会越低（反之亦然），实验还表明，

间断的、有益的数学创造力体验降低了数学焦虑。

然而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沙尔玛（Sharma，2014）寻找了 111 名被试，针对策略、数学焦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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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交互作用对学生数学创造力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数学焦虑与数学创造力的相关性不显著，菲特勒

（Fetterly，2020）在影响数学信仰和焦虑的同时培养数学创造力的研究中，同样发现数学焦虑与数学创

造力的相关性不显著。

数学创造力不同于学校以数学的名义所教授的东西。在数学创造力中，学生不用给出被指定为正

确或不正确的答案。数学创造力和发明是“做”数学的两个方面，它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站在“逻辑

形式”理论之外的（Dewey，1999）。许多害怕数学的学生（和成年人）实际上有能力进行数学思考，

而且经常这样做——尤其是在他们试图逃避数学的时候他们真正害怕的不是数学本身，而是学校数学

（Cockcroft，1982）。而在实验任务中时，学生们可能更喜欢做数学。他们可能发现实验中给出的问

题很有趣，与学校的常规数学问题不同。因此，学生们可能已经解决了问题，没有任何担心、恐惧或

紧张。因此，数学焦虑可能没有被发现是一个显著相关的数学创造力。数学焦虑与创造力关系的研究

对学生、教师、管理者、家长和社会都带来了借鉴意义，以往研究对象多寻找年龄相近被试，以及随

机分组的方式进行研究，数学焦虑有性别差异，未来研究数学焦虑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应考虑性别

差异、年龄的影响。

3.2  死亡焦虑与创造力

社会心理学家汤姆·匹茨辛斯基（Tom Pyszczynski）曾提出了恐惧管理（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该理论认为，人们生而有一种求生的趋向，这是一种本能的动机。求生本能和必死性（Mortality）

意识造就了人类特有的存在困境（Existence Dilemma），使人们产生对于存在和死亡的焦虑（陆可心 等，

2019）。从短暂的恐惧到完整的惊恐发作都可能是死亡焦虑的表现。目前来看，国内外关于创造力和死

亡焦虑的研究较少。

研究表明死亡凸显（mortality salience，MS）可以提高创造性表现（Routledge et al.，2008），一些报

告指出没有效果（Routledge et al.，2004）。MS 会导致从众和僵化，从而可能对创造力产生负面影响

（Sligte，2013），丹尼尔（Daniel）探讨了留下遗产可以中和死亡焦虑对创造力的负面影响，证明了更

高的创造力与更多有关死亡的想法相关，当创造力受到社会重视并且 MS 已被诱导时，留下遗产的可能

性比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时被试创造性的原创性更高。

TMT 理论认为，反思自己的死亡会导致一种巨大的恐怖，导致人们希望通过某种渠道获得一种不朽

和永恒的感觉。创造性被认为是达到象征性不朽的另一种方式（Lifton，1996），创意产品可以比设计者

寿命更长，并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创造力就会使死亡变得不那么危险。留下遗产的可能性，让

设计者感到在存在上得到保证，中和了 MS 对创造力的负面影响。此外，只有当创造力受到社会重视时，

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对个人主义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死亡不仅是哲学的灵感，也是创造

力的灵感（Sligte，2013）。

3.3  考试焦虑与创造力

考试焦虑（Test Anxiety）是学业焦虑的一种形式，通常指个体对负面评价的恐惧、担忧，以及由此

导致的消极行为、生理或情绪反应（Zeidner，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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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德尔（Vidler，1974）测试了两个动机变量（考试焦虑和好奇心）与两个认知变量（收敛性思维

和发散性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聚合和发散思维与考试焦虑呈负相关关系。也有研究发现不

同结果（Adiby，2001），研究者在旨在探讨学习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回忆态度与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

的研究中发现，创造性思维能力与考试焦虑之间无显著相关性。弗莱舍（Flescher，1963）探讨了焦虑对

创造性生产力的干预作用这一命题，研究结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一般性焦虑或考试焦虑显著影

响在某些特定的创造力任务上的表现。有研究者通过控制被试的考试焦虑水平，调查在口头（语义）、

图形（视觉）和数学（符号）反应的发散性创造力测试中表现的水平差异是否与考试焦虑相关，调查结

果发现考试焦虑与创造力任务的表现之间无实质性联系（Smith et al.，1990）。

由托拜厄斯（Tobias，1985）提出的有限的认知加工能力公式（Limited Cognitive Processing Capacity 

Formulation）涉及干扰、技能和认知能力的互补结构的整合，为不同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高度可行的

解释工具。在执行一项任务，如考试时，处于高度考试焦虑状态下的个体，注意力被部分分散，如果个

体认知水平高或拥有大量的信息储备、较高的学习技能，学习策略的可用性能够使具有良好学习技能的

学生减少对任务的认知需求，足以克服或弥补由于个体的注意力分散而引起的能力的适度损失；而对于

认知能力相对较低的个体来说，处于高度考试焦虑时，个体将注意力转移到感知个人缺点或担忧上，可

能会消耗很大一部分可用的能力，以至于剩余的部分不足以表现出相对较高或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低考

试焦虑的例子中，大部分个体的认知能力仍然可以用于处理任何所需的信息，表现可能只发生最低程度

的下降。当然，长期的考试焦虑伴随着一系列耗时的活动，最终可能会消耗不成比例的认知能力。

4  创造性焦虑对创造力的影响

创造性焦虑（creativity anxiety，CA）有别于其他焦虑（如：状态焦虑或特质焦虑），指的是个体对

创造性思维的焦虑。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本是个体在不针对任何情境和内容的状态下感受到的焦虑水平。

其他特殊焦虑如社交焦虑、数学焦虑、死亡焦虑是各自特定的情境下产生的焦虑。创造性焦虑不是一种

一般性焦虑，与其他特殊焦虑类型也不相似，而是与创造性思维相关的特定焦虑，是对一种思维方式的

焦虑（即创造性思维）（任芷葶，2020；Daker，2022）。

达喀尔等人（Daker et al.，2020）提出创造性焦虑可能是一个以前被忽视的限制成就的因素，研

究者们创建了创造力焦虑量表（creativity anxiety scale，CAS），验证了创造性焦虑确实存在，为创造

性思维的焦虑提供了新的证据。实验控制了个体的特质焦虑水平，结果显示创造性焦虑对创造性表现

产生负面影响，且女性的创造性焦虑显著高于男性（Daker et al.，2020）。有研究者从个体差异角度切入，

探讨创造性焦虑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基础，结果显示个体的创造性焦虑水平可以负向预测创造性成就水

平（任芷葶，2020）。创造性焦虑较少被提及，但创造力焦虑对创造力的表现可能有广泛的影响（Daker，

2022）。达喀尔（Daker，2022）应用 CAS 评估了 10 个领域里（如创造性的领域视觉艺术、舞蹈和非

创造性的领域的科学、数学）的 316 名参与者，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内容领域，从科学到艺术，在需要

创造力的情况下，焦虑比不需要创造力的类似情况下更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在女性身上尤

其明显。数据还表明，创造性焦虑较高的人认为自己的创造力较弱，并认为创造力在他们的身份中占

比较低。 达喀尔用三个不同的创造力任务中研究创造性焦虑、创造性表现和创造性思维期间的状态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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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和努力之间的联系，发现创造性焦虑对个体的创造性成就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创造力焦虑与个人可

以产生的独特想法的数量（AUT 流畅度索引）呈负相关，但与这些想法的创造性程度（AUT 独创性索

引）无关（Daker，2022）。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创造力焦虑和创造性表现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存在一些适度的负相关，但并

未证明出那些对创造性思维感到焦虑的人在所有涉及创造性思维的任务上都表现不佳，未来研究可以采

用更多实验范式验证这种负向影响的效度。目前并未找到理论解释创造性焦虑如何影响创造力，未来研

究应探究创造性焦虑影响创造力的机制。在前人的研究中发现兴趣、努力程度影响着创造性焦虑对创造

性的负向预测作用（Daker，2022），未来可以深入研究更多的变量和交互作用，为个体提高自身创造力，

规避阻碍因素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证参考依据。

5  小结

焦虑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科学、教育、经济、生活等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综上所述，

不同焦虑类型对创造力影响不同。同一种焦虑类型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可能与实验流

程和实验方法有关。未来研究需选取更多的研究样本，更多样化的研究工具，考虑更多元的变量，如兴趣、

策略和动机的交互作用，和更加标准化的实验流程以及多元化研究方法，更加全面且深入探讨不同类型

焦虑对创造力的影响，并提出整合性模型以解决现阶段存在的研究分歧。

6  不足与展望

针对不同焦虑类型对创造力的影响，本文分别从一般性焦虑、特殊焦虑、创造性焦虑对创造力的影

响等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综上可知，尽管该主题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问

题亟待解决。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研究：

第一，以往研究大多数具有样本局限的问题：样本量较小，且样本不够多元，可能存在年龄和地区

偏倚，使得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受到限制。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扩大样本来源的多元性，不同的研究范围

对创造力的影响路径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第二，以往研究工具多采用量表、问卷，数据来源比较单一，未来研究应该结合神经影像手段，如

采用功能磁共振、脑电、近红外超扫描等技术对被试的认知过程进一步探究。

第三，虽然有些研究证明焦虑等负性情绪能够促进创造性活动，但是过度的焦虑会消耗心力，达到

情绪的另一个极端。因此，对于心理健康与创造力的研究，要区分焦虑程度高低，结果才更具有普遍性，

结论才更具有推广性和指导性（Abraham，2014）。

第四，研究方法的局限，以往研究多采用单一的横断研究（Fetterly，2020）或单一的追踪研究（成

童 等，2022），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局限，未来可以聚合交叉设计或进行多个时间点的追踪，以期做更

细致的探讨。

第五，各种焦虑类型与创造力的关系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会受到第三变量甚至更多变量

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李亚丹，2019）。创造力与焦虑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应尽可能地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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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Anxiety on Creative Thinking and its 
Mechanism

Peng Ying Yuan Huan Sun Ziwen Yin Wenj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Abstract: Anxie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reativity.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still 
divided on whether anxiety promotes or hinders creativity. Som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anxiet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creativity.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influence of 
general anxiety, special anxiety and creative anxiety on creativity, and explain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anxiety on creativity through the theory of processing efficiency, the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theory of interference and cognitive a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fear management, 
so a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urrent research differences.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be 
more standardized in sample selection, research tools,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object selection and 
operation.
Key words: Creativity; Anxiety; State anxiety; Trait anxiety; Creative anx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