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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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院教授 高玉秋

在东北师范大学建校 70 周年之际，学校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的理念。这

是在学校于世纪初年提出“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上的一个延伸和发展。我们知

道，“尊重的教育”体现为“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尊重学生的人

格人性、尊重教育者的劳动成果”，这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精神导向和政策导向。

而“创造的教育”则是一种行为导向，它覆盖了整个学校的教育思想，也渗透在

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体现在每一个教学环节里，落实在每一个学习者的身上。

查阅汉语词典中的“创造”一词，“无中生有”是其基本义，而从词义来看，

这个无中生有显然不带任何贬义。的确，纵观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人要慢慢剥离原始的自然属性，要将长久积累的生存经

验和技巧转化为知识和能力，于是教育就被创造出来，担负起培养人类、发展人

类的重要使命。当教育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逐渐分类细化而面对不同层次、设定不

同目标、获得不同功能以后，其使命性自觉已然成为其不可更改的属性。通过教

育，人类不仅快速地获得和传承前辈保留下来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训练出能够

透过表象进入本质、在群体中区分共性与个性的本领，特别重要的，人类能够创

造出“为我所用”的教育体系。



教育是创造出来的，而“创造的教育”也是一种“创造”，它是教育理念的

创造。“创造的教育”听起来并不陌生，我们能够想起当年陶行知先生提出过这

种理论，也能够读到当代著名教育家叶澜在这方面的体系化论述。陶行知提出创

造教育的概念，强调把行知、手脑统辖起来，培养学生建立“独出心裁”的意识

和思维；叶澜提出的创造的教育，更看重教师的“全人格”塑造及其对学生在品

格素养方面起到的示范引导作用，从而创造性地完成学生未来完善人性和完美生

活的铺垫。而东北师范大学提出“创造的教育”，则在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下展

开，它创造性地发挥了“创造”在高等教育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找到了高等学校

建设和提升的内在之魂；它将自身的办学特色与教育思想的精髓有效结合，在高

瞻远瞩与脚踏实地之间设置了一个精密的链接。于是，我们看到了独属于东北师

大的“无中生有”的教育之路——“长白山之路”、“优师”工程、教师教育创

新东北实验区、“U-G-S”人才培养模式……而这些，都内化了前辈和当代教育

家“创造的教育”的理想，同时将这一理念从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的基础上，

升华为大学办学思想和制度体系。

当高等教育从效仿西方大学教育体系逐渐中国化以后，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

究竟向何处去，就成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李约瑟难题”。

随着中国高等学校从规模到数量的急遽扩张，解决这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许多

知名学者在其宣讲中都谈到中国大学的功利性教育，从教育过程的功利性到教育

目标的功利性，使得原本以“致思”而不以“致用”为目标方向的大学变成了一

所所高规格的技工学校，师徒式的培养方式必将消灭学生的创造力，使得本应在

无法预测的科技领域独步的人类未来的创造者变成了一个个跟在前人背后亦步

亦趋的工匠。高等学校尤其是以培养中国基础教育工作者为己任的师范大学，匡

正教育理路已经容不得丝毫怠慢。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师范大学提出“创造的

教育”，不仅是对学校教育理念的创新，也体现了学校在教师教育领域中对已经

露出苗头的职业化训练的遏制和扭转，更反映了学校对“创造的教育”思想的深

入贯彻。诚如斯言——创造的教育的提出，是要解决大学教育本身的问题，解决

基础教育工作者教育观念的问题，解决中国教育思想的方向问题。由此出发，大

学，尤其是师范大学的教育，就有了跳出窠臼，重新塑造的可能。



特别喜欢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的那段话：“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

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

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这段话

充满诗性，但言意切中肯綮，说到底，“创造的教育”便是生命的教育，是有思

想的生命赖以蓬勃的根脉。由此，以“创造的教育”为理念开展具体的教育教学，

就要以培养出“思维活跃、情感丰富、人格高尚、人生饱满”的“人”为旨归。

这需要破除固守多年的传授知识的教育方法，破除一成不变的专业壁垒，破除趋

同的职业技能训练。对于教师来说，首先，他的责任应该是投入精力和热情去唤

醒学生处于睡眠状态的想象力。爱因斯坦高度重视想象力，他说：“想象力比知

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

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想象力是人天

然具有的能力，这种能力随着人不断接受规约和知识性的教育而受到抑制。唤醒

想象力是现代教育的一项重要职能，在高等教育领域，这一项尤其不可或缺。其

次，要激活学生身上无法估算出其能量的创造力。激活创造力不能单凭专业知识

的累积，而要靠我们为每一个学生的头脑开拓出一片广阔的疆域。当这片疆域被

拓展出来时，我们可以在那里见到壮丽奇异的景象，可见天空中彩虹与星星相映，

可闻心灵中琴音和数字交响。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灵动的智慧紧密结合，就会产生

超越既有的力量，就会有非凡的创造。第三，要焕发学生蛰伏在灵魂深处的生命

力。生命力体现为个体精神的奋发昂扬，其最终落脚点在于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生命力也是生命价值的体现、生命尊严的获得、生命潜能的外化、生命品质的提

升。人文思想的浇灌、艺术品味的熏陶，情感的渗透、哲思的牵引……定会催化

出强健、丰满、自由的生命。“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帮助生命力的正常发展，

教育就是主张生命力发展的一切作为。”蒙台梭利的这番话告诉我们，焕发学生

蛰伏在灵魂深处的生命力，正是教育应有之义。“创造的教育”其实是在恢复被

遮蔽了的教育本质。

深思“创造的教育”，会发现，其内涵既包含还原，却不止于还原；包含继

承，也不止于继承；包含创新，但也绝不止于创新。这一理念言简而义深，只有

在当下和未来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具体实施中真正得以贯彻，方能最终达成东北师

范大学理想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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