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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摘要

二十一世紀是創造力的時代，唯有激發

學生的創造力與學習成效，方能有效地提昇

教育品質和競爭力。相關研究指出，創意焦

慮對個體的創造力有其影響力，基於此，教

導學生適切的調整自我情緒，正視焦慮的正

面影響，將有助於個體發展創意潛能。因

此，本文首先論述創意焦慮的內涵，繼而探

討焦慮對個體創造力的影響，最後藉由相關

的輔導策略與方法，促使學生能有效地因應

及調整創意焦慮，進而擢升其創造力。

關鍵詞：焦慮、創意焦慮、創造力

㆒、前言

以往勞力密集產業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

蹟，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型態的改變下，欲攻

佔新市場關鍵則在於創造力、冒險精神以及

科技。因此，我國為因應全球經濟型態之改

變，迎接知識經濟時代，政府近年來持續推

動創造力不遺餘力。譬如，教育部於2004年
公佈「創意台灣，全球佈局－培育各盡其才

新國民」為施政主軸，鼓勵各校發展特色，創

意活動蓬勃展開，創意人才培育計畫出爐。再

者，行政院（2002）所提出之《挑戰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文化創意產業之推

動列為重點計畫之一。此外，教育部（2002）
亦頒布《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全面推動各

級教育之創造力培育工作。由此可知，創造

力培育已成為我國主要施政的重點目標，因

此，發展學生的創意潛能更是學校與教師的

責任。

相關研究指出，焦慮對創造力有顯著的

影響，且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焦慮對創造力是

有害無益的（詹志禹，2004；朱敬先，1992；
Okebukola,1986）。譬如Okebukola（1986）研
究指出，焦慮對個體的創造力呈負向的相關。

賴英娟（2006）研究亦發現，創意焦慮對創
新行為具有負面的影響。由此可知，焦慮乃

有害於個體的創造力。然而，相關研究亦發

現，適度的焦慮將可激發個體的成就表現（

劉怡女，1998譯；Gould & Spremen,1983）。
此外，Carlsson（2002）研究亦指出，高創
造力團體比低創造力團體擁有較高的焦慮

感。換言之，高創造力者，其有較高焦慮感

受。由此可見，焦慮並非全然有害於個體的

創造力。儘管現今創造力已普遍引起廣大學

者的注意，但是創意歷程中的情感層面（如

創意焦慮）卻一直未受到太多的注意。因

此，作者認為釐清創意焦慮與創造力之關連

將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剖析的議題。是故，

本文首先將論述創意焦慮的意涵；其次，闡

述創意焦慮對個體創造力之影響為何；最

後，依據過去相關研究結果提出教學與輔導

上的建議，以供父母及教師在培養學子創造

力及減弱其創意焦慮時之參考。

㆓、創意焦慮之意涵

（一）創意焦慮的理論基礎

張春興（1989）認為焦慮（anxiety）是
一種不愉快的情緒狀態，是由緊張、不安、

創意焦慮的理論基礎及其對創造力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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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恐懼及擔心等感受交織而成，與個體

的自我觀念，情緒適應及心理健康有極密切

的關係。而朱敬先（1992）認為焦慮是一種
非特定性的不愉快的感覺狀態，且常伴隨著

其它生理上的反應。大部分的學者都將焦慮

區分為情境性焦慮（situational anxiety）和
特質性焦慮（trait anxiety）兩種。所謂情境
性焦慮係指在一個特定情境裡所產生的焦慮

狀態（如考試時所產生的考試焦慮），是一

種暫時性的焦慮情境，時過境遷時則焦慮自

然會消失；而特質性焦慮係指焦慮可能是幼

年生活環境不良而逐漸養成的（如得不到父

母親的關愛），是一種較穩定的人格特質（

朱敬先，2001；張春興，1989；Pintrich & 
Schunk,2002）。

除此之外，Hembree（1988）指出，當
個體身處於一個測驗的情境時會產生焦慮，

且焦慮將會激發人們的行為與反應。當焦慮

激起的反應是希望盡快完成任務及達成目標

時，則此種作業導向的反應是有益的焦慮（

facilitating anxiety）；然而當焦慮所激起的
反應與任務內容較無關，譬如感覺不適、

出汗、心跳加快的生理反應、擔心考不好

受罰等，則屬於有害的焦慮（debilitating 
anxiety）。由此可知，焦慮並非完全對行為
有負面影響，有時反而有助於行為表現。

（二）創意焦慮的意義

一般而言，焦慮大多數針對情境性焦慮

談論之（例如：考試焦慮、數學焦慮、電腦

焦慮、英文焦慮、運動焦慮等）。由此可

見，不同的學習情境或活動中將產生不同的

焦慮感受（譬如，當個體在處理數學、使用

數字概念、學習數學時所產生的不安、緊張

等焦慮狀態則為數學焦慮）。基於此，筆者

認為當學生於創造性活動中，所產生的「創

意焦慮」亦可視為一種特殊情境裡所產生的

焦慮反應，又朱敬先（1992）認為焦慮將會
影響個體的認知型態，阻礙其對新事物的學

習以及創造性思考。是故，本文將「創意焦

慮」定義為個體展現創新行為或創意成品

時，所產生的一種適應不良、苦惱、焦慮、

逃避、以及害怕別人批評或評價的情緒。

㆔、創意焦慮對於個體創造力

之影響

雖然焦慮對個體成就表現的影響大部分

集中於考試焦慮（test anxiety）、數學焦慮（
math anxiety）及英語焦慮（English anxiety）等
方面的探討（吳明隆、蘇耕役，1995；徐
玉婷，2004；張宏亮，1997；潘柏升，2002；
蔡文標，2003；蔡文標、許天威、蕭金土，
2003；Printrich & De Groot,1990）。然而，近
年來亦有研究指出焦慮除了會影響個體成

就表現外，焦慮對個體創造力亦呈現負向

的相關（朱敬先，1992；詹志禹，2004；賴英
娟，2006；Okebukola,1986）。如詹志禹（
2004）研究指出，經常被比較的孩子，除了
感受到較多的挫敗感與羞愧感之外，他們也

可能害怕表現不佳、被嘲笑或表現奇特。換

言之，若父母愛好社會比較，其孩子會變得

比較在乎他人的評價，產生創意焦慮，此時

這些高度創意焦慮的孩子將因為害怕表現不

佳或社會比較而產生較多的防衛性的行為反

應，進而阻礙個體創造力的展現。Okebukola
（1986）研究亦發現，焦慮對個體的創造
力呈負向的相關，且高焦慮者的創意表現顯

著低於低焦慮者。由此可知，個體的創意焦

慮對創意表現有負向的影響。而朱敬先（

1992）則認為焦慮將促使學生在進行認知
處理時，缺乏流暢性與變通性，以致於造成

個體不願破除成規而導致創造能力低落。由

此可知，個體從事創意活動時之焦慮感受對

創造力具有負向的影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焦慮不盡然對個

體的行為表現有害。譬如Carlsson（2002）
研究指出，高創造力團體比低創造力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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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較高的焦慮感。具體言之，即高創造

力者，其有較高焦慮感受。此外，相關研

究亦發現，適度的焦慮將可激發個體的成

就表現（巫博瀚，2005；劉怡女，1998譯；
McCombs,1989;Weinberg,1989）。就如
Yerkes與 Dodson（1908）之研究發現，焦慮
與表現之間的關連乃呈現曲線之相關。再

者，Hembree（1988）之研究指出，考試焦
慮可分為作業導向的考試焦慮（有益的焦

慮），以及與作業內容無關的考試焦慮（有

害的焦慮），兩者對個體的成就表現有不同

的影響。此外，巫博瀚（2005）指出，適度
的焦慮可以激起個體的危機意識，並促使個

體展現良善的自我調整，如能較常進行行為

的觀察與表現的判斷，進而產生正向的行為

反應。Gould與Spremen（1983）研究亦
指出，當焦慮喚醒到適當的覺醒水準時，對

提升個體的成就表現具有增強的作用。由是

可知，焦慮對個體創造力之影響仍未有一致

性的結論，因此值得更進一步地探究與深省。

研究指出，每一個學生在某些創意歷程

中將會感到某種程度的焦慮，但是一旦學習

者感受到的焦慮感過高時，將可能干擾其創

新行為（賴英娟，2006）。此外，不僅低能
力的學生經常感到焦慮，高能力的學生亦會

因為擔心表現不完美或對自己有過高的期望

而導致焦慮的產生。而值得注意的是，焦慮

不盡然對個體的創造力全是負面的影響，因

為人們有效的計畫必須仰賴於對危險的預期，

當人們覺察到危機的到來時，將會進行行為

與反應的調整與因應。由此可知，創意焦慮

對於個體的創造力亦能帶來正面的影響。因

此，當人們試圖去完全地消除創意焦慮，將

會比適度焦慮帶來更大的危害。

綜上所述，適度的創意焦慮可以激起個

體的危機意識，協助並促使個體展現良善的

自我調整，進而獲得較佳的創意表現。然

而，當個體的創意焦慮過高時，不僅有害於

個體的運作記憶與訊息處理，更將因此危害

個體的創意表現與自我概念。由於焦慮對學

習的影響極其複雜，創意焦慮與個體的表現

之間雖有密切的關聯，但兩者的關係為何？

目前則尚難定論，因此唯有教導學生自我調

適，進而促使創意焦慮感受產生最佳的助益。

㆕、調㊜個體創意焦慮的教㈻
原則

綜觀過去相關研究發現，創意焦慮對於

個體的創新行為和表現具有相當之影響力。

基於此，筆者期盼藉由提供一些教學與輔導

上的建議，協助個體能有效地降低創意焦

慮、正視創意焦慮的正面價值，進而促使其

創造力的提升。

（一）降低學生的創意焦慮

馬信行（2002）與Hembree（1988）指
出，當焦慮所激起的反應與任務內容較無

關，例如，焦慮、流汗、胃痛等情緒反應，

將會阻礙個體的行為表現。因此，當學生在

從事創意活動時，教師宜正視焦慮對學生所

帶來的負面影響，促使學生減少焦慮或負面

的情緒反應，以利學生創新行為之展現。因

此，教師可藉由以下幾點來降低學生的焦

慮：1.教導學生放鬆身心壓力的技巧，並且
減少對分數的要求，以有效地降低焦慮或負

面的情緒反應；2.當學生因失敗經驗而產生
焦慮時，教師應提供學生對失敗經驗的適當

詮釋（如，失敗為成功之母、吸引失敗的經

驗以及失敗並非否定自我的創造力與能力

等）；3.採用多元評量的方式（應用記錄創
作歷程的檔案或真實評量方式等）（吳靜

吉，2002），以降低學生對於紙筆測驗的
焦慮感。

（二）引導學生對創意焦慮做正向的詮釋

Martens（1974）認為焦慮是一種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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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情緒狀態，因此較易產生消極作用，

但焦慮於活動中的作用，亦有可能產生積極

作用。其主要依個體對焦慮的認知所造成影

響，譬如當個體從正向積極的觀點分析，則

焦慮可激起人們改變自身現狀的壓迫感，促

使個體努力地達成目標；然而當個體對焦慮

產生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恐懼等感受時，

這些情緒狀態過於嚴重，則會導致學生正常

的活動表現。基於此，教師應引導學生對焦

慮以正向積極的角度分析，使得學生於創意

活動中，能產生積極的作用，進而有較佳的

創意表現。

（三）給予學生鼓勵與支持

創意焦慮的來源大都來自於父母親的期

許，或者自己對達成任務不具信心所造成。

因此，唯有促使學習者將壓力源變成助力而

非阻力，並給予學生更多的支持與鼓勵，方

能有助於個體的創意表現。Wright（1987）
亦強調對於孩子的表現給予尊重、鼓勵、提

供支持性的環境氣氛，將有助於孩子發展創

造力。且林士郁（2002）研究亦指出，父母
親鼓勵欣賞與支持，對孩子的創意生活經驗

有正面的影響。此外，賴英娟（2006）研究
亦發現，當學習者進行創意活動時，重要他

人（父母、朋友、師長）給予的接納與支

持，對個人創造力的展現有顯著影響。因

此，父母、朋友、師長不妨多給予學生鼓勵

與支持，以降低個體的創意焦慮感，進而促

使其創造潛能的開展。

（四）教導學生正視焦慮的正面價值

Norem談及焦慮會引起心理學家所言之
「過早的認知窄化」的狹隘視野，當個體

以太過狹隘的角度來觀察問題時，會破壞創

造力（引自鄭芳怡，2004）。然而巫博瀚（
2005）研究則指出，當學習者能夠正視焦慮
的正面價值時，將能產生憂患意識，並將焦

慮視為一種有利個體學習與發展的有字警

訊，而不在浪費時間在嘗試逃避或抑制焦慮

上。此外，Hallowell亦指出絕大多數成就非
凡的人，都會焦慮許多事物，藉由不斷地自

我觀察與評鑑，以及考量所有可能犯錯的環

節，並採取積極的態度與周全的計畫予以預

防，以致個體能獲得傑出的成就表現（引自

劉怡女，1998譯）。基於此，教師應教導學
生正視焦慮的正面價值與自我調整情緒，進

而採取正向積極的行動，以利創造力表現。

㈤、結論

培養學生創造的能力往往在於解決問

題，希冀教導孩子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及面

對未來生活為教育首要之目標。然而當學生

面臨失敗、困難、學習動機受挫與情緒沮喪

的學習情境時，倘若個體能夠適切的調整自

我情緒，正視焦慮的正面影響，將有助於個

體發展創意潛能；反之，若無法建立正向與

積極的解釋形態，勢將導致適應不良，繼而

間接阻礙其創造力的發展。因此，本文將提

供教師相關之輔導策略與方法，促使學生能

有效地因應及調整焦慮，進而提升其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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