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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创新教育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 ,为了全方面的理解创新教育 ,就要对创新教

育与创造教育、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与知识教育、创新教育与个性教育等几组相关范畴

进行辨析 ,以避免教育实践界的五种认识误区 ,更好地把握基础教育阶段的目标定位。目前 ,教育

模式由传统向现代变革有四个趋向 ,即由占有式教育向发展式教育 ,由划一化教育向个性化教育 ,

由权威型教育向民主型教育以及由文本化教育向生活化教育的转变。

　　[关键词 ] 创新教育 ;素质教育 ;个性教育 ;目标定位 ;认识误区 ;模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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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不竭动力 ,更是一个人生命质量提升、自我价

值实现的力量源泉。中国在世纪暨千年之交提出实施“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

重点”的素质教育 ,摸准了教育发展的时代脉搏 ,把握了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 ,找到了中国 21

世纪教育现代化的大方向。创新教育是适应未来能力社会的新教育形态 ,中国教育要实现向

创新形态的大转变 ,就必须改革传统不相适应的教育观念、课程、制度与方法。

一、概念 :与创新教育相关的几个范畴辨析

理解创新教育是进行教育变革的前提。创新教育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 ,为了全方

位理解创新教育 ,避免概念认知的简单化、平面化和抽象化倾向 ,本文先对几组相关范畴进行

辨析。

11 创新教育与创造教育 　创造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有着久远的历史 ,如我国古代举一反

三、闻一知十 ,近代陶行知的“处处是创造之地 ,天天是创造之时 ,人人是创造之人”等 ,但创造

教育作为一种世界潮流被广泛关注还是在二战之后。1950 年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吉尔福特

“把创造力概念纳入科学研究领域之中”[1 ] ( P80) ,并发表了《创造性》演讲 ;1957 年苏联人造地

球卫星上天 ,这两件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 ,激发了全世界对创造性研究与实践的热情。在当

时 ,创造教育还仅限于心理学视域 ,其后发展的许多新理论如斯腾伯格的“创造性三维模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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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洛巴特的“创造力多用理论”等都是对创造性思维过程和创造性人格特征的不同假说。创

造被理解为首次开创 ,即运用新的思想方法 (创) 制作出 (造) 现实的物品来。受心理学研究的

影响 ,在学校开展的创造教育主要集中在创造性思维技能训练和小发明、小制作上。

20 世纪末叶 ,竞争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浪潮 ,改变了人们对创造的心理学理解 ,出现了由

心理学向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拓展的倾向。为了以示区别 ,在概念用词上发生了由创造向创新

的转变。根据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德的诠释 ,创新是“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

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也就是说 ,创新不仅包括首次开创 (即创造) ,还包括再次发现和

重新组合 ,更重要的还指知识向社会实践的转化。由此可见 ,创新教育不仅是创造教育在外延

上的拓展 ,更是创造教育在高度上的提升 ,它关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特殊潜能 ,

关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持续发展 ,更关注教育自身的格式塔转换与现代化升级。

21 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 　严格说来 ,素质教育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十分宽泛的概念 ,从古

到今的一切人类教育没有一种是不培养素质的 ,也没有一种教育不可以称为素质教育 ,只不过

培养的素质内容与结构不同罢了。但是我国提出素质教育概念 ,主要是针对“应试教育”的 ,也

可以说 ,全面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个人全面发展是中国教育的理想 ,其

真正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教育内与外、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全面开创。对于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和面临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中国来说 ,素质教育还必须突出时代的主题。创新教

育恰恰是素质教育在当代的主题体现与发展形式。教育的发展正是在主题的不断转换中得到

提升、丰富和深化的。主题空场 ,教育发展就会丧失鲜明的时代性 ;相反 ,理想丢失 ,教育发展

又会失却深厚的人文底蕴。

创新教育之于素质教育并不只是一种主题的转换 ,更重要的还是教育根本性质、价值理念

和实践范式的格式塔转向 ,即由文化传承向文化创新的重心转移 ,由守成性的教育观念、课程、

制度、方法和教师向创新性的观念、课程、制度、方法和教师的全面转向 ,其核心是实现由培养

传统的获得性人才向培养现代的开创性人才的大转变。创新教育使获得旧知与开创新知的地

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 ;获得旧知是手段 ,开创新知才是目的 ,凡是不利于开创新知的旧

知识就自然地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联系也由外在形式化向内在实质化转

变 ,单纯的保留性传承虽然还必要 ,但已不具有中心地位了 ,创造性传承才是最好的传承。

31 创新教育与知识教育 　知识教育是传统教育的核心特征 ,创新教育是对知识教育的一

种背叛。但是 ,创新教育的背叛并不是要否定知识本身 ,而是要否定知识的中心地位 ,使知识

成为创新的手段 ,而不是创新成为知识的附庸。无知必无能 ,贫乏必平庸 ,但有知未必有能 ,富

有也未必杰出。在现实中 ,有知识而无智慧、有文化而无修养的状况不仅不鲜见 ,而且还相当

普遍。

什么样的知识教育才能促进创新、使人的心灵获得解放 ? 回答此问题 ,首先必须对知识本

身进行区分。朱克曼和波依兰根据知识的表现形态 ,把知识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显性知识 (ex2
plicit knowledge) ,它可以被编纂整理并能用语言和文字加以传播 ,在计算机高度发达的今天 ,

显性知识完全可由计算机代替 ;另一类是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 ,又称意会知识 ,它既无法

编纂又难以言传 ,而只能通过内心留住 (indweling)来加以认识。显性知识是死的 ,隐性知识是

活的。意会性认知常常可以使人进入到认识对象的内部 ,与认知对象整合 ,并察觉到某种隐藏

的东西 ,得到暗示 ,进而提出一些新颖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创新教育是一种“学问”的教育 ,而

不是“学答”的教育。学“回答”意味着教育的重点在前人的认识 ,在能言传的显性知识 ,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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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学“提问”则意味着教育的重心在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知识背后隐藏的暗示 ,在创新。

创新教育不注重对外在知识本身的占有 ,而注重知识对主体灵性、悟性和活性的激发 ,创新教

育是发展性的教育 ,而不是占有性的教育。

41 创新教育与个性教育 　个性是一种人性 ,是个体人性的精神特征。就教育学的意义而

言 ,个性指个体人性的丰富、主动性、差异性和社会性 ,即个体具有多种发展向度和深度的可

能 ,具有自主选择发展方向的本性 ,具有心智潜能和文化空间上的特殊性以及发展内容和力度

上的社会制约性。个性教育就是健全人格的教育 ,其核心是培养人的自主性、同情心、责任感

和创造力。由此可见 ,个性教育是创新教育的前提 ,在个性没有得到应有尊重和发展的情况下

是无法真正实施创新教育的。个性教育是一种人性教育 ,是关注人的发展、把人真正当人看的

教育。

但在现实教育中 ,我们不是把学生当成动物进行猴子状的训练 ,就是当成植物进行园丁般

的修剪 ,或者干脆当作产品进行工厂式的加工 ,人的生命及个性被非人的教育所异化。创造是

人的本性表现 ,人性不见了 ,个性丢失了 ,人的创造性还会存在吗 ? 离开个性教育的依托 ,创新

教育又怎能不庸俗化和狭隘化 ? 然而 ,真正个性教育的开始 ,又必须以认识学生、发现学生、尊

重学生和解放学生为前提 ,把人的东西还给人 ,以人的方式教育人 ,舍此 ,个性教育就成了水中

月 ,创新教育就成了空中阁。

二、定位 :基础教育阶段创新教育的把握

创新教育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共同要求。对于基础教育来说 ,应着眼于人的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培育 ,为人的创新素质的持续发展打下初步的基础。

11 创新教育的认识定位 　创新教育的定位可以是多维度的 ,其中认识定位就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方面。在创新教育的认识上 ,教育实践界存在许多误区 ,澄清这些模糊认识对学校创新

教育实践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创新只是少数天才学生的事。许多教师以为创新是人的高级智慧 ,非一般学生所能

拥有。其实 ,创新是人的本性 ,人人都具有创新的潜能与倾向 ;创新是人生存的需要 ,只要人存

活一天就片刻也离不开创新。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后天的教育是否尊重、保护并培育了这种潜

能 ,激发、促进并满足了这种需要。《学会生存》曾指出 :“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 ,也有

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2 ] ( P188) ,人的创新精神与能力不完全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 ,后天的教育

因素也是重要的决定力量。所以 ,创新教育应具有全体性 ,应面向每一个学生。

———创新只是自然科学的事。许多人以为创新就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 ,只有科学教育才

能培养人的创新精神与能力。实际上 ,不仅自然科学需要创新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样需要

创新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负效应日益显现的今天 ,科技创新与人文创新更应平衡发展 ,使未

来社会既是高智力的 ,又是高情感的。不仅如此 ,即使自然科学创新也离不开社会和人文思维

方式的支持。譬如 ,长沙九中谭迪敖老师的“哲理诗训练”[3 ] ,既是一种人文创新训练 ,同时又

支撑了科学创新精神。所以 ,创新教育应具有全域性 ,面向每一门学科。

———创新只是课外活动的事。也有许多教师以为 ,课堂教学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 ,发展知

识是课外活动的事。实际上 ,这种区分是人为地割裂了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创新是

整个教育模式、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的全局性改变 ,并不是局部的修改和增减 ,它应贯穿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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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课外活动和日常教育生活等方方面面 ,成为全部现代教育的精神特质 ,局部性的教育

创新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教育。其中 ,课堂教学是创新教育的主渠道 ,也是学校教育改

革的着重点。所以 ,创新教育还具有全面性 ,是教育系统的整体性改造。

———创新只是智力活动的事。还有一些人认为 ,创新是一个人的智力表现 ,高智力必然会

有高创新。这也是一种错误认识。创新不仅是一种智力特征 ,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人格特征或

个性特征 ,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凝结性表现 ,是一个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 ,是一个人潜能

和价值的充分实现。在人的智力水平相当或恒定的情况下 ,非智力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许多有创新精神的人并非智力超群 ,而是非智力的人格特征出众。单纯的智力活动只能培

养匠人 ,而不可能培养大师。所以 ,创新教育还具有综合性 ,是个体生命质量的全面提升。

———创新只有正面的效果。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创新是“正面的”、“好的”事情 ,人们可

以尽情地去追求。孰不知 ,创新是一种双刃剑 ,它既可以成为天使 ,也可以成为魔鬼 ;既可以为

人类造福 ,也可以使人类致祸。现代社会的高级犯罪有哪一宗不是创新的结果呢 ? 创新只是

工具 ,并不是方向本身 ,创新还不能单独成为目的 ,创新教育也不能代替现代教育的全部 ,它必

须与道德教育整合 ,培养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把人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引向为人类造福的

方向上来。所以 ,创新教育具有双重性 ,现代教育必须致力于相互整合 ,兴利去弊。

21 创新教育的目标定位 　基础教育是为个体升入上一级学校、自身素质持续发展以及今

后走向社会做准备的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的创新教育也要为学生未来的持续性创新打基础。

那么 ,具有深厚基础性和广泛迁移性的创新品质究竟包括哪些 ? 这也是创新教育定位应予以

优先回答的问题。概括地说 ,为持续的创新打基础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打创新精神基础 ,

二是打创新能力的基础。

创新精神是创新人格特征 ,是主体创新的内部态度与心向 ,它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情感和

创新意志三大方面。

———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是个体追求新知的内部心理倾向 ,这种倾向一旦稳定化 ,就成为

个体的精神与文化。经验性的研究表明 ,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常常是不满足于现实 ,有强烈的批

判态度 ;不满足于自己 ,有持续的超越精神 ;不满足于以往 ,有积极的反思能力 ;不满足于成绩 ,

有旺盛的开拓进取精神 ;不怕困难 ,有冒险献身的精神 ;不怕变化 ,有探索求真的精神 ;不怕挑

战 ,有竞争合作的精神 ;有强烈的好奇心 ,旺盛的求知欲 ,丰富的想象力和广泛的兴趣等。这些

品质都是基础教育应重点予以关注的。

———创新情感。创新情感是个体追求新知的内部心理体验 ,这种体验的不断强化 ,就会转

化为个体的动机与理想。经验性研究也表明 ,有创新情感的人常常是情感细腻丰富 ,外界微小

的变化都能引起强烈的内心体验 ;人生态度乐观、豁达、宽容 ,能比较长时间地保持平和、松驰

的心态 ;学习和工作态度认真、严肃 ,一丝不苟 ,有强烈的成就感 ,工作的条理性强 ;对世间的所

有生命都有同情心和责任感 ,愿意为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而尽心尽力等 ,这些也是基础教育应

予以优先关注的。

———创新意志。创新意志是个体追求新知的自觉能动状态 ,这种状态的持久保持 ,就会成

为个体的习惯与性格。经验性的研究表明 ,有创新意志的人常常是能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 ,长

时间地专注于自己的活动 ;工作勤奋 ,行为果断 ,对自我要求较高 ,对工作要求较严 ;善于沟通

与协调 ,组织能力强 ,有较强的灵活性 ,为达到目的愿意变换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有较强的独立

性和自制力 ,在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之前 ,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能容忍别人的观点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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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等 ,这些品质在基础教育阶段也应形成。

创新能力是创新的智慧特征 ,是主体创新的活动水平与技巧 ,它包括创新思维和创新活动

两大方面。

———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个体在观念层面新颖、独特、灵活的问题解决方式 ,创新思维

是创新实践的前提与基础 ,如果想不到是不可能做得到的。经验性的研究表明 ,具有创新思维

的人常常感受敏锐 ,思维灵活 ,能发现常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并能多角度地考虑解决办法 ;理解

深刻 ,认识新颖 ,能洞察事物本质并能进行开创性地思考 ;思维辩证 ,实事求是 ,能合理运用发

散与辐合、逻辑与直觉、正向与逆向等思维方式 ,不走极端 ,能把握事物的中间状态等。这些品

质是基础教育阶段思维训练的重点。

———创新活动。创新活动是个体在实践层面新颖、独特、灵活的问题解决方式 ,创新活动

是创新思维的发展与归宿 ,如果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思维是无价值的。经验性的研究也表明 ,具

有创新活动能力的人常常实践活动经历丰富或人生经历坎坷 ,经受过大量实践问题的考验 ;乐

于动手设计与制作 ,有把想法或理论变成现实的强烈愿望 ;不受现成的框框束缚 ,不断尝试错

误、不断反思、不断纠正 ;愿意参加形式多样的活动 ,乐于求新、求奇 ,乐于创造新鲜事物等。这

些也是基础教育应给予考虑的创新素质目标。

三、变革 :由传统教育模式向现代教育模式的转换

江泽民总书记站在国家和时代的高度指出 :“每一所学校 ,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

求知欲 ,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 ,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 ,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

理的氛围 ,为学生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那种

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 ,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 ,以考

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 ,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这种转变是教育

模式的根本性转换 ,它涉及教育目的、内容、制度和方法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从总体上说 ,教育

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11 由占有式教育向发展式教育转变 　占有式教育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 ,它以占有物的

方式占有知识 ,把学生的头脑当成储藏知识的容器与仓库。德裔美籍社会哲学家弗洛姆曾形

象地描绘了占有式学习的状况 :“学生们只会用心地听课 ,记住老师讲的每一句话 ,从而理解它

们的逻辑结构与意义 ,并尽量一字不漏地把它们记在自己的活页笔记本上 ,以便它们以后记住

这些笔记 ,顺利地通过考试。⋯⋯他们不需要产生或创造任何新的东西。事实上 ,这种占有型

的个人往往会因某一课题的新思想或新观念而感到不安 ,因为新的思想或观念动摇了他们所

获得的固定的知识。”[4 ] ( P612)占有式教育重视有知识的继承与积累 ,其特点有二 :一是重结果 ,

轻过程。评价教育质量的标准是学生记住知识的多少 ,而不是思维水平的高低。能力者 ,知识

之活化也 ,由于作为结果的知识缺少了过程的底蕴而变成了死知识 ,因而重结果的教育自然地

成了低能的教育。二是重外在结果 ,轻内在结果。这种教育常把外在的分数、文凭、奖励当成

至高无上的目标 ,而把潜能的激发、心灵的感悟和生命的成长搁在一边 ,是一种非人的异化的

教育。

发展式教育要实现由知识中心向生命中心的转移 ,它重视教育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对生命

质量提升的价值 ,它把知识当成唤醒、激活和解放生命潜能的火种 ,重视主体自我潜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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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实现。发展式教育是一种持续性的教育 ,更是一种增殖式的教育 ,它会使个体越发具有

生命的活力和创造的激情。

21 由划一化教育向个性化教育转变 　划一化教育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它把学生当成了工

业产品 ,把学校当成了进行标准化加工的工厂 ,把课堂当成了成品生产的车间 ,把各门课程当

成了组装的零件 ,上午安装数学、语文 ,下午安装物理、化学 ,学期按流水线的方式操作 ,培养出

来的人象标准件一样可以任意地安排在所需的工作岗位上。划一化教育实质是一种非人性化

的教育 ,它不重视人的主体性 ,因而是根本谈不上创新的。划一化教育是一种模式化和标准化

的教育 ,其特点有二 :一是重同一 ,轻差别。学生自我评价的标准往往是与别人相同与否 ,与大

多数相同与否 ,教师评判学生学业成绩的尺度常常是标准答案 ,孤立和排斥学生的求新求异。

二是重被动 ,轻主动。在教育过程中 ,教师单一灌输、学生被动接受已成了普遍的教育模式。

学生是主体 ,但在教育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却很少得到尊重 ,长此以往 ,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

精神一点点地被扼杀掉 ,凡事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了。

个性化教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 ,它尊重、保护学生的主体性和创新精神 ,鼓励学生求新、

求异 ,做别人不做的事情 ,它容忍学生所犯的错误 ,保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鼓励学

生提出新问题与新设想 ,它尊重学生的合理选择 ,发展学生的特殊禀赋与兴趣 ,欣赏学生的个

性 ,鼓励学生主动地发展。

31 由权威型教育向民主型教育转变 　权威型教育是封建时代教育的产物 ,它强调的是人

身的依附关系 ,其背后蕴含着教育权力的不平等和不民主。权威型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是一种

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这种关系是蔑视人的主体性的。权威型

教育也有两个特征 :一是重教师 ,轻学生。整个的教育过程是围绕教师展开的 ,重教师的教 ,轻

学生的学 ;重教师的权威 ,轻学生的权力。这种一轻一重的关系破坏了师生之间的和谐。南京

鼓楼调查组的调查表明 ,现代学生中第一怕的是考试 ,第二怕的就是教师。在教师强势力权威

下的学生创造性的思维难以发挥。二是重视规范 ,轻自由。创造离不开人内心的自由 ,但我们

经常告诫学生的是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动。陶行知认为“勿视与勿动只是大人的乱命。

小孩不视便是瞎孩子。小孩不动便是死孩子。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动 ,是民族自杀的

口号。我们要想创造新民族 ,只能提倡科学的看 ,科学的说 ,科学的听 ,科学的动 !”[5 ] ( P664) 不

解放孩子的头脑、嘴巴、眼睛、耳朵和四肢 ,在既定规范条件下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 ,学生创新

精神与能力的培养只能是纸上谈兵。

民主型教育是一种平等的教育、相互尊重的教育 ,在教育过程中 ,师生可以自由地交流、平

等地对话 ,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伴奏者而不是传授者 ,教师要给学生创造一种平和、安全的心

理环境 ,使学生可以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相互质疑 ,相互诘难 ,但不伤感情。教师的民主不

是故作姿态 ,而是发自内心的、潜意识里的对学生的尊重。

41 由文体教育向生活化教育转变 　文体化教育是以间接经验为核心内容的教育。间接

经验是前人创造的结晶 ,而前人创造的源泉是生活 ,可以说 ,创新教育若离开了生活无疑于水

之失源、木之失本。人类的许多创造发明都源于生活的暗示 ,诸如鲁班造锯 ,牛顿发现万有引

力定律等。如果教育剪断了学生生活的脐带 ,那么学生的创新就失去了营养的来源。学生走

入生活、走进大自然 ,不仅会激发学生的丰富想象 ,而且会提高学生的感悟能力 ,他们能听到蚂

蚁的歌唱 ,能感到落花的疼痛。文本化教育的特征也有二 :一是重获得 ,轻感悟。教育的过程

变成了直接告诉学生结论的过程 ,知识不是由学生经验和感悟得来的 ,而是外在于学生的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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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在学生的内心留住 ,也不能外展创新。学生所获得的这种认识大多是一种“假性认识”,

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知其果而不能引起行为的改变和实践的应用。二是重逻辑 ,轻情

感。学习变成了掌握前人的间接经验 ,但却忽视了间接经验创造者的内心感受 ,知识变成了冷

冰冰的逻辑 ,缺少人文情感。而有了生活经验的支持 ,知识既有逻辑 ,又蕴含着情感 ,往往容易

掌握 ,也有益于创新。

向生活化教育转变并不是要否定文化教育 ,而是纠正文本化教育的弊端 ,使间接经验与直

接经验能有机地融合起来 ,使我们的教育更有助于培养创新型的人才。文本化教育的虚假性 ,

不仅造成了学生兴趣的丧失 ,对学习产生畏难情绪 ,而且还造成了知识的僵死 ,不能用到实践

的生活中去。此外 ,文本化教育过于典型化 ,丧失了生活中的复杂性 ,结果是书中的试题会做 ,

一到现实中就理不出头绪 ,手足无措。教育脱离生活的状况不改变 ,创新教育的实现就永无时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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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for Innovation :Concept ,Orientation and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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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eginning with discriminating some related concepts ,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rich connotations of educa2
tion for innovation multi - dimentionally ,points out five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e

objective orientation in the phas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then demonstrates four trends of model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education to modern education , that is transformation form possession education to development educa2
tion ,from uniform education to individual education ,and from authoritarian education to democratic education ,and

from text education to lif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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