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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研究课题的进展 
20200410 

 

2017 年 5 月课题研究完成之后，课题组开始转化课题的研究成果，即将研究所获得的

认识转化为培训项目。简述如下： 

2018 年 7 月 7 日，七位企业决策者成为创造力实训 1 班的学徒，这意味着“决策者创

造力实训”课题成功地实现了项目的商业化——七位决策者来自这些领域的企业：汽车零

部件制造、地产、环保科技服务、钢铁贸易、纺织品贸易、金融银行、法商，地域分布天

南地北。2017 年底前，课题到项目的转化工作研讨会共八次，接着在学校正式立项（清华

大学继续教育处立项号：1725610833），然后展开了面向社会的招生、面试，最终，16 位

民营企业决策者中的 7 人成功入选。 

创造力 1 班实际运营了近 14 个月，在“看全、看透、看明白”三招内容的讲解、特别

是训练过程中，七人的收获很大且各异。例如：赵雅梓同学是银行高管，她对第一招“看

全”掌握得好，“三板斧”（报告、讨论、总结）议事规则能纯熟应用。朱海英是外企高管，

她认为这个看全看透看明白简单，“简单即美”；她对第二招“看透”掌握得好，还发挥想

象做了超级“九宫格”的应用。而郭学峰对“看全看透看明白”的整体掌握得好，提出了

有自己感悟的“先开枪后瞄准”论。 

创造力 1 班的实训除了给“干粮”（看全、看透、看明白三招的工具、方法），更重要

的是提供了“猎枪”——面对一个问题，七位学徒比接受训练前更愿意去探究问题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内化了创造力的三招方法。创造力实训提供给了七位学徒自然成长的土壤，

他们在内心和行为上实现了“自由”。“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个实训项目，扶上马

再保驾护航送一程。学徒将创造力方法内化于心，顺着自己的优势自然生发，从而形成具

有学徒个人特色的方法论。 

现在，创造力实训 1 班的七位学徒正从容地面对各自的工作、生活。赵雅梓还将创造

力的方法应用到了自己所处的企业内部中，让企业的其他人受益——而她本人则成了名副

其实的教练！其他学徒，也正在逐步地越来越愿意这么做。 

2019 年 12 月 6 日，创造力实训 2 班开学，新一批七位企业决策者已经开始接受日渐

成熟的创造力实训…… 

 

这个实训项目，不是学习项目（learning program），而是学习研究项目（study program）

且更重在研究训练。我们认为，面对真正的难题，对于决策者而言，study 比 learn 更重要。 

 
 
  
 

 

 

 

 

 

 

 

 



前言：“决策者创造力提升实训课程/项目”这个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通

过实验（experiment）即真实课程的完整实施以验证其有效性、发现问题和获

取直接经验，来指导今后的应用，属于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实证研

究，一般包括 1）研究主题、2）文献/访谈、3）研究问题、4）研究假设、5）

数据收集/实验/试验、6）数据分析、7）结果等共七个部分的内容。前四部分

内容，已在课题立项前完成（对应于立项申报文件中的前期工作）；后三部分内

容，是本课题的工作。为报告的完整性，本报告先简述前四部分即前期工作部

分，再阐述后三部分即实验部分。 

 

 

一、 前期工作 

1．研究主题  

创造力的雕琢方法及其教和学、训和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创新、创

意、创想、想象、创作、创业、发明、创造、选择、决策。 

2．文献/访谈，以及相关研发和设计 

1）通过文献研究（“主要参考文献”详见后附），逐步建立了以下认识： 

- 创新的源泉是创造力，创新是创造的成果。创造力是新兴学科“创

造学”的研究对象。创造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能力：定义问题

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两个能力对应于创新创造活动的两个

方面：创造新事和创造新法。关于人的创造力，详见下图。 

 
 

2）通过与张静女士关于宜家厨房餐桌的交流和请教包括但不限于高策理、

郭钊、清华大学土木 80级校友群等的专家，逐步确信了以下原有的认识： 

- 定义问题极其重要，即所谓做正确的事，走正确的路（战略方向、

战略决策、政治路线不能错）。 

3）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以下认识： 

- 创造的首要任务是定义问题，即问题是什么；决策的核心工作是看

清问题，即问题是什么；决策的本质就是创造。 

- 决策者需要创造力定义问题的能力。 

4）密切结合课题组成员自身定义问题能力的受训养成经验以及赵新博女士



关于研究“赖声川的创意学”的建议，研发了定义问题的方法： 

- 拆分定义问题能力为三个能力：看全问题、看透问题、开启智慧。 

- 针对上述三方面，研究开发了“集体”、“萃取”、“智慧”三个方法： 

 看全问题的方法：“集体”，即集体研讨学习/思考方法（简称三

板斧研讨法），属于原创，源于启发式教学范式的研究和实践。 

 看透问题的方法：“萃取”，即 TRIZ（寻找创新课题的方法）中

问题追踪的方法，是学习消化“TRIZ理论及应用”的应用创新。 

 开启智慧的方法：“智慧”，即发掘自身经验积累、转化为智慧、

产生灵感的方法，是学习消化“赖声川的创意学”的应用创新。 

5）设计了“决策者创造力提升实训课程/项目”： 

- 目标：学员习得定义问题的方法、提升定义问题的能力（功力）。 

- 内容：方法讲练三次（集体、萃取、智慧）；功力训练三次。 

- 方式：讲练结合，讲解方法为辅，以学员的实际问题为对象的实训

练习为主。 

- 教练：课程核心是练，所以师资不是讲师而是教练。 

- 安全和有效：因为涉及学员的实际问题，对参加学员有要求，如：

学员需互相信任、同一层次的决策者、无利益关系、行业分属不同

领域，参与实际问题研究的人员需签保密协议等。 

- 私董会：这个课程所研究的问题、学习和研究的范式以及对参与人

员的要求，与私董会的特征类似，且市场对私董会这个概念熟悉，

故暂用私董会。 

3．研究问题 

“决策者创造力提升实训课程/项目”是否有效、有无问题？ 

4．研究假设 

1) 决策者（学员）通过本课程/项目的训练，将习得定义问题的方法，提升

定义问题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帮助决策者直觉判断更准，使决策失误更

少。 

2) 参加课程的决策者（学员）会按要求完成阅读作业。 
 

二、 实验 

1．实验目的 

检验研究假设、发现问题和获取直接经验，来指导今后的应用。 

2．实验对象 

五位企业决策者或决策团队成员：辉金鹏、张静、冯雨、张歌、李涛（从继

教学院“中国企业投融资与上市高级研修班”历届学员当中选出）。 

3．实验方法 

完整实施所研发的实训课程，包括方法讲练和功力训练，以观察效果和发现

问题。教练方案详见下图。 

 



 
 

4．实验内容 

实验内容详见下图。部分实验中，引入了专题专家指导、观察员观察的内容。 

 
 



5．实验记录和实验分析 

课题组对课程实施过程进行了细致观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在课

后复盘分析中想好了解决方法）。有些课题组成员分享了关于课程的一些不

涉及实际问题的记录和课后的一些变化。 

1）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 研究假设“参加课程的决策者（学员）会按要求完成阅读作业” ，

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个假设是错的。解决方法是不留作业。 

- 引入的专题专家对所研究的实际问题进行指导，会有权威的情况、

直接给出答案的情况，这都不利于训练。解决方法是事先辅导专家。 

- 课程的外观不炫、效果显现较迟、内容不够丰满、工具不足、无国

际化、等等。解决方法是在后续的产品设计、价值外显的提炼、与

其他产品的区分等方面，加以解决。 

2）成员分享的内容： 

- 某成员（已习惯性了从定义问题开始思考，他课后不久就）报告说：

从探究问题的本质入手，解决了企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 某成员写到：“小三板斧”，让我高效地工作；萃思，最终理想解，

素心素颜，看透自己；创意学，让我顿悟！这些训练，都只为更好

定义问题，形成习惯，提升功力，让直觉更准。周老师厉害，旗帜

一挥，“小白鼠”开练，解决公司上不上市、解决人生倦怠变成满血

冲锋、解决商业模式、解决如何决策。 

- 某成员写到：令人惊喜的效果是，所有参与者的人生状态发生了很

大变化。有人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再次创业之路，勇往直前，忙得不

亦乐乎；有人深谙创造力之道，积极影响身边的人，创造了巨大的

商业价值。他们从或恐慌或颓废或舒适或安逸或妥协或骄傲的状态

中走出来，人生焕发出新的光芒；他们生活充实，喜悦感时常伴随

他们。 

- 某成员写到：能参与到这个给决策者的“创造力”课程学习是在清

华的意外之喜、最大收获。作为一个老学生、企业负责人，普通的

授课方式已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学习需要。创造力课程是“5 维”

课程。有“维度+1”的指导老师、观察员，非同一个世界的企业家

同学在一起研究争论自己困惑的问题，已经不能用“拍砖”形容它

所带来的冲击量级。每到一地，每专项定义一个问题、讨论问题，

对自己的世界“看全、看透、看明白”就又加深了一层。 

3）自然生长出作品和作品的创意，如  

- “企业经营维度论”。 

- “写作人生——非虚度”。 

- “决策的直觉与误区”。 

- “家族企业新生代创新创业特训项目”。 

- 五位学员成立了他们的创造力私董会。成立时的照片见下图。 



 
 

6．实验相关公式  

下图试图表达创造力定义问题能力与决策者决策的关系。 

 
 

 

7．实验结果 

- 通过实验，验证课程是有显著效果的，即，决策者创造力定义问题

能力提升后能明显地帮助决策者直觉判断更准，决策失误更少。 

- 通过实验，验证创造力定义问题的招式是可教和可学的，功力是可

训和可练的。 

- 通过实验，提炼了创造力定义问题的三招为：看全、看透、看明白

（之前描述三招为看全问题、看透问题、开启智慧） 

- 命名定义问题方法的“看全、看透、看明白”三招为三板斧，命名

看全方法的“报告、讨论、总结”三招为小三板斧。 

- 通过实验，获得了直接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学员一定要“好”。 

- 通过实验，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颠覆性的，是可以解决

的，有的已经解决，有的已有解决方案，有的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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