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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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院退休教授 何明

一、创造的教育与创造意识

所谓创造的教育，其根本就在于提升学生的创造素质。但是，创造素质都包

括哪些内容？如何有效地进行创造素质的培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并不是所有

教师都十分清楚的，于是在教学中下面的情况就屡见不鲜：单纯灌输知识或理论，

考试则常常要求学生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即可，单纯记忆有时成了考试的主要内

容。这种考试方式在大学考场上屡屡出现，确实令人费解。这个问题不解决，不

仅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创造素质，甚至有可能阻滞学生的健康成长。

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素质呢？我认为，创造素质的培育，其关键在于

对学生创造意识、创造欲望的激发和推动，学生如果具有强烈的创造意识、创造

欲望，就会积极主动地进行创造实践，创造能力也就会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得到提

高。但当学生的创造意愿不是很强的时候，即使教师传授并训练许多所谓的创造

思维、创造方法等等，其效果也并不会十分显著。因此说，创造意识是创造素质

和创造能力建立的大前提，换言之，创造意识、创造欲望的激发是我们当前大力

倡导的创造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二、写作教学与创造意识



写作教学与学生创造意识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学生的创

造意识是写好文章的基础——创见性是文章质量的保证，照本宣科、人云亦云的

文章是没有价值可言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写作中的创见性是学

生创造意识的实施，是学生创造能力提高的有效途径，学生的创造意识可以在写

作实践中得到培育和加强。

在各门学科中，写作教学应该是培育创造意识的重要而有效的课程之一。写

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同时它又是学生展示自己各方面素养的最有效途径

之一。写作时，许多学生会产生初步的创造欲望，这时，教师的任务就是尽全力

去呵护、扶持、激励、张扬它。有关创造过程机制的研究表明，创造的关键是思

维，但是创造思维不仅是靠逻辑推理而产生，它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统一，

时常表现为直觉思维，就是头脑中突然出现的直接顿悟。因此，应鼓励学生摆脱

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的束缚，勇于异想天开，标新立异。如果学生在这一方面不

受限制，得到正面鼓励，他们就会视创造为最大的成功，从而不断地积极开动脑

筋想问题，以争取在下次文章中体现更多的创造性。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学生的创造素质就会在一次次创造的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开发，创造欲更加强烈，

更加执着，最终形成创造心理、创造习惯，并具备了一定的创造能力。此时，就

可以说他们已经具有比较良好的创造素质了。

但是，现在一些教师对这一点认识得不是特别充分，许多人还是把创造素质

单纯地理解为一种能力，因而更多地是按照能力培养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训练，而

对创造意识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我们过去的尝试实际上也有这方面的缺陷，如

给学生指点一些所谓能显示创造性的构思方法和写作技巧——逆向思维、材料组

合、结构变异、语言出新等等。但当学生的创造意愿不是很强的时候，其效果并

不十分显著。因此说，创造意识是创造素质和创造能力建立的大前提，对于创造

意识的问题必须给予充分重视，进行深入研究。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基本教育观念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学生，是作为一个

独立的、有自主意识的人来认识，还是视为一个单纯的“教育对象”。如果是前

者，教师就会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各方面鼓励学生的自主意识，而创造意识就是

自主意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学生的自主意识强了，创造意识自然会不断增强。

如果是后者，那当然是只把注意力放在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培养等方面。



三、写作教学中如何激发创造意识

一是激励斗志和激发兴趣。教育心理学认为，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一般有三

个：学习心态、学习方法和智商数值，而三者之中，心态是具有支配调节作用的

因素。它包括对所学内容的情感倾向、个人兴趣、注意程度、求知欲望等。学习

心态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学效果的差异。因此在写作指导时尽可能

让学生的学习心态处于良好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不妨说，激励斗志和激发兴趣是教师写作前引导的最基本目的，只有真

正调动起学生写作的欲望，是“我要写”而不是“要我写”，学生的写作能力才

会真正得到训练，也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文章来。就是说，这时写出的文章

可能不那样四平八稳、中规中矩，可能在结构上、用语上，甚至某些内容上有这

样那样的毛病，但它有新意，有创意，有学生自己的东西，这才是实质意义上的

好文章。

激励斗志和激发兴趣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手段。比如，每次新生入学，我都会

在第一次写作课上提出，文章必须有自己的东西，写真实的思想和情感，无论它

多么不成熟，甚至偏激。在批阅中则对这样的文章予以鼓励（在成绩上或评语上）。

又如，在写作要求上减少限制（文体、字数、内容等皆从宽）。

而最关键的是教师要从内心里认识到这样做是正确的，有效的，否则一切又

会重新流于形式。

二是提倡观念认识的创见性。观念认识包括多方面——政治、社会、文学艺

术、学术等，都可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有人认为，对大一学生来说，谈学

术研究中的创见性似乎为时过早，实际上，所谓创见性，既是结果，也是过程。

其基础是创造意识，有了创造意识，才会有创见，而创造意识在写作中的体现首

先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感情等。对学生来说，并不要求他们有多么高深的认识，

只要他们的文章有较为独到之处，甚至只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而并无独到之

处，再甚至说，只是表现出对个人创见的一种追求，一种努力，我认为就可以算

是有创见性了。

教学实践中，我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就训练学生写学术论文。开学初，布置

学生准备——搜集资料、酝酿观点等；期中，要求交论文提纲，教师审阅指导（可

能反复修订几次）；期末，每人交一篇 3000 字左右的论文。实践证明效果相当



好，学生的写作积极性比写作一般的散文、杂文等高得多，质量的提高当然更显

著。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创造意识确实由此得到激发，学生课间相互讨论，或与

教师探讨的热情程度可为证明。

三是鼓励写作个性。这也是一种现代教师必须树立的观念：每一个学生都是

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个学生的内心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

的个性特点，而每个学生的个性都是十分宝贵，需要精心呵护的。

个性需要发现。这首先要求教师对学生要尊重，其次是对学生要有信心，最

后是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周密的分析能力。

个性需要培养。个性是性格气质的充分发挥，是锋芒毕露、有棱有角。学生

的个性如果不能被充分尊重，天性就会受到压抑，会被逐渐消磨，最终成为一个

毫无个性棱角、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社会人，“少年老成”是对这类人的赞美，

但这类人又确实与现代社会的特点及要求相去太远了。

学生的个性在写作中最容易展现，因而写作课教师与学生个性的发现与培养

关系就尤为密切。好的教师可能会为学生天性的展示而欣喜，会给以充分肯定，

大力扶持；不好的教师则可能因为它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固定观念而予以抑制：

和蔼一点的做法是规劝，是循循善诱，把学生引入所谓“正确”的轨道；更严厉

的做法则是批评指责，甚至当作反面教材。

培养学生个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不能代替学生思考。由于年龄、经历

等的差异，学生眼中的世界与教师眼中的世界会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教师觉得学

生的认识浅薄甚至错误，于是有意地向他们觉得正确、深刻的方向引导，其结果

却是学生的天性被束缚，个性被扭曲。而如果教师善于引导，就会在学生那里欣

喜地发现一个个全新的天地，而学生的创造意识、创造欲望也在教师赞赏的目光

中逐渐得到强化，这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双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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