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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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谢乃和

大学需要有顺应时代和体现学校特色的教育理念。作为师范大学，我校在“尊

重的教育”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新理念。若从学理上溯源，中

国传统的教育思想资源宝库中也不乏相关理念及内涵，尤其是作为“万世师表”

的孔子，其相关教育思想对我校“创造的教育”理念及实施无疑具有宝贵的镜鉴

意义。

（一）

大学要有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当前，我国社会正迈入信息化时代，亟需各

类创新型人才。应该说，不同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人力资源，信息化时代如

何培养出具有概念创意性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对承担着国民教育职责

的大学提出了紧迫的新使命要求。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与时俱进的大学

教育理念，“创造的教育”理念就是我校基于新的国情、社情和校情需要，对“尊

重的教育”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身处春秋末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巨变时期的孔子，在中国首创

私学，以六经广授学徒，秉持因革损益的文化观，适时地提出了批判继承综合创

新的教育理念。孔子的教育目标，就是将学生培养成能够为社会传统守护、弘扬

时代礼乐精神的君子。而这个被遵守的礼乐规范，就是“周礼”。孔子“从周”，



不仅因为周“郁郁乎文哉”，更因为“周监于二代”。孔子认为周代的礼乐文化，

是古代传统文化“损益”而产生的新文化，这正体现了孔子与时俱进的精神。那

么孔子从哪些方面培养君子呢？此又能给予“创造的教育”以怎样的启发？

首先，要有君子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主动的自觉，而非外力的强迫。对于没

有君子意识的学生，孔子是拒绝教导的。一次，孔子见弟子宰予在白天睡觉，于

是生气地说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与此相似，

孔子还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困而不学，民斯下矣”，可见，孔子不愿

教导不求上进的人。由此反观，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要有君子的自觉意识，这对

当下“创造的教育”理念培育人才的目标同样具有启迪意义，那就是师范大学培

养出的卓越教师与未来教育家需要具有自觉的创造意识，并且需要将这种自觉创

造的意识带到他们教书育人的工作实践中。

其次，要有君子的能力。孔子认为，作为君子，要有道德与知识。道德上，

孝、悌、忠、信是孔子衡量做人的尺度，当然也是孔子心目中正人君子的美德。

知识上，孔子更重视“文教”，他将传统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改为“诗书

礼乐易春秋”，强调了传统典籍中知识文化的重要。以《春秋》为例，其中既有

历史知识的记述，也有义理思想的阐发，可见孔子对君子能力培养的多维度。这

对创造的能力很有启发。创造的能力，除了必备的基础知识，更需要的是创造的

思维。人类的理性思维，大体上分两种，即经验论与唯理论。两者的方法论分别

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就逻辑思维的训练来说，后者当然是必要的思维方式，但是

就创造能力来说，归纳法更具意义，因为归纳法的认知模式是“1+1+1+……N”，

这样就可以不断探索新的知识与观念。而历史经验的积累，正是归纳法的体现，

孔子对古典文献中历史经验的重视，对君子能力的培养确实可为师范大学培养卓

越教师需具“创造的能力”理念提供启发。

最后，要有君子的情操。孔子对此有很多论述：“朝闻道，夕死可矣”“君

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些言论强

调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以及对知识孜孜以求的态度。就“创造的教育”而言，不

仅要有意识、能力，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创造的热情”，这样的创造精神才能具

有生命力，“创造的教育”理念才能更好地实践。



孔子的教育理念可以给“创造的教育”诸多的启发，那么在教学与学习的具

体实践中，孔子又有怎样的主张，对我们的教学与学习有哪些借鉴意义呢？

（二）

大学要有过程探究性教学。教育是把人类历史时期积攒的经验、思维以最高

效率传授给后代的过程，但绝不意味着教育仅是知识的叠加，而应将之视为注重

过程而非结果的创造性活动。广义的教学在华夏大地上出现很早，可以说伴随着

人类的历史诞生。孔子时代，因为昔日制定的礼乐的政教已经衰落，使得他在向

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开始探索新的教育方法。那么，孔子是如何教学的呢？

其一，孔子对学生的教学强调归纳与演绎并用。归纳法即是他所说的“学”，

演绎法即是他所说的“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谓之学思并用主

义。孔子认为凡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与知识均应学习，但这些事物和知识不是全

能付诸实用的，因此老师在传授的过程中将大量零散的知识归纳起来，?绎出他

们的共同点将之作为应事的标准教授给学生，学生在学习这些标准后，用思考的

功夫可以推论与此有相同属性的一切事物，“闻一可以知十”，谓之推理演绎。

孔子并重两者，在知识尚且匮乏的年代里能使学生迅速习得已有经验并进行合理

推演，他的教学模式由此获得了成功。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的知识和经验在不

断增多，尤以近百年知识总量爆发性增长，应事标准也不再拘于固定，在此时代

背景下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方法虽仍有值得借鉴之处，却应进行一些调整。学习

已有知识仅能作为教育的基础，我们必须增加思维训练在教学模式中所占比重，

重视对学生的启发。引导学生寻找兴趣点和发现问题是“创造性教育”两个关键

部分，也因此它不需专门的课程和形式，但必须依靠改革现有的教育思想来实现，

要求教师在课堂上采用呈现式、发现式、讨论式的开放教学方式，一方面为学生

的已有兴趣点提供指导和展示平台，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培养其对未

知世界的好奇心。

其二，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孔子重视差异这一点同样应被现代教育吸收借鉴。

首先在学生的差异上，孔子将人类的智慧分为上中下三等，认为“中人以上，可

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人的智慧高下不

等，对他们的教育方式自然会有分别。或因学生个人特质对其优长进行培植，缺

点则予以适当的补救，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然而现代社会中由于人才



需求多样化，比起智慧上的差异，针对学生们不同的兴趣点进行启发性指导，培

养每个学生的长处，才能更好地进行创造性教育。现代教育中的因材施教还体现

在不同学科中，当今科目细化，各学科均有自身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因此不同

专业的学生首先需要学习本专业知识，由此训练研究能力。在理工科的教育中，

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动手能力，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中，教

师更应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多角度地看待问题。而在不同阶段的学习中，

教师也应当给予不同的引导。对于本科生教育应重视基础知识，在帮助学生夯实

基础之后也要尽可能启发学生的创造性；而对于硕士、博士的教育，引导学生根

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是此阶段的主要任务，当然对于基础知识也不能松懈，需

要学生在进一步巩固基础的情况下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推进自身研究。

教育是教与学的互动，孔子不仅在教学方法上对“创造的教育”理念有启发，

在学生学习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三）

大学要有主体反思的学习精神。学习，一般指经验的获得及行为变化的过程，

人类的学习是获取经验、知识、文化的手段。与传统维持学习相对，创造性学习

是能够引起变化、更新一系列问题的学习，其特点在于倡导学生学会学习，重视

学习策略。

其一，孔子主张要有学习的兴趣。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只有在兴趣的动力下，学生才能自主学习。创造性教育强调学习者的

主动性，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在传统学习观中，更多强调老师的教授，强调

重复性学习。积极主动的学习首先基于浓厚的兴趣，心理学研究表明，创造性思

维和自我意识存在高相关，当学生拥有高度的自我认可和独立性、自主性时，他

的创造力也同样较强。学生在求学中，应该认清自己的兴趣点，兴趣才是最好的

老师。当然，兴趣会随着学习阶段的不同，发生变化，但无论哪个领域、哪个方

向，只有在掌握好基础知识的情况下，针对某一两处兴趣点进行创造性地钻研才

能窥得其中奥秒。

其二，孔子要求学生养成反思批判思维。孔子指导学生学习要善于反思。一

种反思是自我反思，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还有一种反思是通过

借鉴周围人的行为而反思，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通过反思，不仅可以做到“过

则勿惮改”，还能培养自己的反思批判精神。反思批判精神对于“创造”极为重

要。“创造的教育”理念的核心就是创新，而创新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对已有

认知的怀疑否定。拥有反思批判思维，是“创造的教育”理念中重要的学习精神。

由上所述，在国家实行创新型人才战略的新时期，我校合时宜地提出“创造

的教育”理念，正是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回顾历史，追溯中国传统教育的源头，

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实有很多宝贵思想可以对当代大学尤其

是我校“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理论与实践的启迪。在对中国古典传统致以“温

情与敬意”的同时，我们期待在新时期“创造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我校可以培

养出更多具有创造意识、创造能力与创造热情的卓越教师与未来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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