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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刘益

春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关注。2016 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

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政策的

积极响应，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2016 年 9 月开始，党

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社会科学处联合向全校师生征稿，对这一教育理念进行

深入阐释和解读。截至目前，已收到百余位专家学者、部处负责人、部分师生的

文章，学校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汇总、编辑，出版《创造的教育》一书。近期，“东

师新闻”栏目将陆续刊发这些文章，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学校的“双一

流”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学部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王玥

“创造”是个极度富有魅力的字眼，它为人所特有并在人类的历史发展长河

中无数次带给人们惊喜。“教育”从其本质属性上来说是为“人”的教育，个人

的自由发展以及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是当今教育的核心问题。“创造的教育”是

时代的产物，是对“尊重的教育”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当今国内各大学为建成世

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创造的教育”是我校在当今社会形势与教学方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创造性提

出的教育理念。其意图是在尊重学生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

活力，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与思路，是对传统的、一成不变、僵化思维方式的全

新变革。尝试以“创造的教育”为指导思想，培养学生新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创

造的教育”理念不仅仅是精神性的，更是实践性的，它不是纯粹理论研究的新型

成果，而是真切地蕴含着实践内涵的治学理念。下面，笔者将以与学部胡海波老

师的第一次谈话为例，浅谈个人在本次谈话中对“创造的教育”实践性的粗浅理

解。

作为一个面向广大师生的全新概念，笔者在对其理解的层次上一直是处于简

单、粗糙的书面理解。自从那天胡老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为人为学的方法之



时，我便深深地感受到“创造的教育”理念显露于师生交谈的点滴之处，其实践

性的韵味也有目共睹。

在聆听胡老师教诲的过程中，笔者归纳出胡老师讲学生“为学”的主要内容

有三点，分别是“立志”“静心”与“致学”。先“立志”方可“静心”， “静

心”然后能“致于学”。

关于立志，昔日张载先生有一句名言，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天，与胡老师相谈立志的问题时，胡老师让我们

站在一个哲学研究接班人和精神火炬传承者的角度思考，要勇于并乐于承担为

国、为民而忧的重担，并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胡老师创造性地启发我

们，哲学学习不是一时的兴趣和一阵子的头脑发热，而是要把对哲学的探索和研

究作为个人终生的价值目标与人生追求。

静心，顾名思义，是使“心”得以“静”，即将纷繁杂乱的外物干扰逐渐地

从自我的内心世界中剥离、驱散，使内心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净化，最终

达到一种清澈、澄明的状态。逐步抛弃个人在从前人生经历或生活阅历中不断累

积的对哲学及其思想的主观成见和束缚，重新认识哲学，把握哲学。养成在客观

的前提下，有逻辑性地认识、思考、阐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古人说，“仰

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说

的就是与天地同一而自在逍遥的状态。在与胡老师的交流中，我创造性地理解到，

若是我能怀揣着这样一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真心来学习哲学、思考哲学、

把握哲学，或能真正体会到哲学的无穷奥妙与神奇，或能真正做到在哲学中快乐

地成长，在哲学中逐步思索与体悟人生的真谛。

在那天的交谈中，胡老师对于我们三位学生立志于哲学研究的愿望给予了积

极的肯定，并提出了有品位地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建议。胡老师在经验的

传授上并不用呆板的、教科书式的说教，而是以一个求学过来人的身份，站在“创

造的教育”理念的实践性角度上，对我们提出了作为一个哲学研究生如何致学的

三层境界与期望：首先，及时完成研究生期间的课题研究和毕业论文并顺利毕业，

是作为一名合格研究生的底线；其次，不要把哲学学习当作一种工作或负担，而

是要挖掘其中的乐趣，在快乐的氛围中体悟哲学的神奇与奥妙所在；最后，对于



浩如烟海的哲学著作不间断地阅读和持续性思考，在某一个时刻使自身对于哲学

的体悟和感触自灵魂之中喷薄而出，完成自我的超越与脱胎换骨。

“创造的教育”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话，它是具有着实践性的新教育理念。“创

造的教育”不单单是老师教学当中的创造，也不仅仅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创造，

还是师生在当今时代大背景下的相处模式、学习体验的又一次创造。当“创造”

与“教育”在人类发展史上相逢相融，首次照耀在人类由必然通往自由的康庄大

道之上，这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激情与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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