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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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学院教授 尹奎杰

“创造的教育”是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进程中提出的新办学理念，它

以“创造的激情、创造的意识和创造的能力”为目标，倡导回归教育本性，回归

人的本性，是“尊重的教育”办学理念的新发展。“创造的教育”具有三重理论

面向：

“创造的教育”是面向开放的教育。这个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共

享开放性资源、共享开放性成果的时代。开放的时代要有开放的思想和理念，更

需要开放的教育。教育家莫利森认为，开放的教育是一种态度、一种自由、一种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开放的教育是自然教育、主体教育和终身教育思想理念的

集中反映。它把学生看成有头脑、有意志、能动的人，强调以学习为中心，以学

生为导向。开放教育的模式可归纳为：以寻求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中心，以提高学

生学习效果和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通过营造开放、民主、平等、自由、互

动、和谐的师生关系及教育氛围，优化各种教育资源和环境，借助社会力量与现

代科技成果和手段构筑起来的新型教育模式。因此，开放的教育要倡导教育教学

过程的开放、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的开放、教育思想与教育文化的开放，但本质

上是人才培养理念的开放。



这种开放的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造激情，有利于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创造能力。它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育单纯强调学生知识性学习的人才培

养方式，注重对学生实际能力获得的养成与锻造，注重学生知识和能力动态性获

得的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掌握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增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自

主性和自信心，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作为开放的教育，创造的教育打开了人才培养的多种可能性，这本身就是一

种教育的“创造”。首先是打开了学生学习的多种可能性。创造的教育不但要向

学生开放课堂、开放学分，而且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个性，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意愿志向、兴趣爱好、就业规划、习惯个性等选择课程、选择专业甚至是选择

学习方式。其次是要向学生开放教学的过程。学生可以全过程参与到教学过程之

中，重视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以归纳式、启发式、参与式、讨论式等引导和带

动学生对于教学全过程的参与，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创造能力的养成，使得学

生作为受教育主体转变为教育过程本身的主体，更多有自主意识和批判能力的学

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使知识的传承、习得、生产与创造的过程融为一体，真

正体现教学相长。第三是要实现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的开放。现代的大学是开放

的大学，优势的教育资源、优秀的师资队伍、优化的办学环境都在开放的竞争环

境中得以脱颖而出，并很快被全社会享有。世界一流的师范大学，就是要有世界

的眼光、全球的视野办开放的教育，使大学融入世界，使教育面向全球。

“创造的教育”是面向本性的教育。创造是人的本性，面向本性的教育本身

就是在发现人、实现人、创造人。教育不是单纯地传授人以知识，传授人以技能，

更根本的是要回归人的创造本性，使人能成为人。所以卢梭强调，“教育应当是

自然的，应当遵循自然，培养自然人。”这也就是要求教育不能偏离人的本性，

这样才能真正地发现人、实现人和创造人。因此，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人的本性，

正如《中庸》中所讲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面向本性的“创造的教育”首先是尊重人性。也就是尊重人的自然性、差异

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它是“尊重的教育”的延伸与拓展。它不但延伸了尊重教

育教学规律、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尊重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以及尊

重学生的人格人性等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创造的教育”充分强调发展学生的

个性与优长，重视对学生培养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所谓“导而弗牵，



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因而，“创造的教育”不但是要发现人性、唤醒人性，

而且要发展人性、创造人性，而所有这些，其本身就是在实现人性。

“创造的教育”面向人性。人性本身是丰富的、复杂的。好的教育，就是在

直面人性时，承认人、肯定人，并在此基础上努力维护人、发展人和实现人，进

而创造出人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可能；而坏的教育，就是掐灭了人原本的种种“可

能”。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人性丰富性的肯定和承认，而不是否定或者改

变。康德曾经指出，“教育最大的秘密便是使人性完美，这是惟一能做的。”而

完美的人性，其实就是肯定人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就是通过提升人的品格，使

人性更具价值、更为丰满、更有创造力。

“创造的教育”回归人性。人的本性天然地追求真、善、美。教育的首要任

务就是要发现和发展人追求真、善、美的能力，教育所包含的“德育”“智育”

“美育”“体育”等各个方面，都是在面向人的这些本性、培养和延伸这些本性。

一个优秀的人，实际上就是德、智、美、体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均衡发展的人，

也就是具备创造意识、创造激情和创造能力的人。回归人性的教育，要在使人能

够根据本性来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以符合人性真、人性善、人性美的方式

教育人和培养人，也就是说，真善美不是外在灌输或者强加给人的，而是通过教

育的方式唤醒的，就是通过唤醒人对真善美本身的体认与理解，唤醒人生命内在

的创造本能与冲动，这既是人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因，也是人实现自我、展示自我、

张扬自我的基本动力。

“创造的教育”是面向反思的教育。要培养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就要不断

反思教育教学方法，反思教育教学内容，反思教育教学观念。因为只有不断反思

教育教学的这些方面，才能发现现有教育教学的方法、内容、观念是否符合教育

教学规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符合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也只有不断反思

教育教学，才能促进和发展教育教学，才能使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社会对

人才的需要相适应，与人自身的成长发展相适应。

面向反思的教育，要有“能反思”的教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这仅仅是传统的师者的要求，而非“创造的教育”对师者的要求。应当说，

能够进行创造教育的教师，不但能传道、授业、解惑，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反思、

批判与归纳，师者要把这种反思、批判与归纳的能力传授给学生，使学生也具有



反思、批判与归纳的能力。掌握了这种能力的人，才是有创造力的人，这是“创

造的教育”的本质。

面向反思的教育，要培养“会反思”的学生。学生不是机械知识的存储者和

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主动思考能力、独立判断能力、自主研究

与学习能力的知识发现者，学生要在反思中认识知识、掌握知识，甚至在反思性

学习中创造出新的知识。会反思的学生，不但不是简单地记住知识的结论，而是

能够了解和掌握知识何以呈现为这样的知识样态，掌握和运用获得知识的方法与

途径，并在当下或者未来的某一时刻，能够在反思中推进对知识的理解，从而创

造出新的知识。

面向反思的教育，要有“促反思”的体制机制。教育不单单是“教”与“学”

两个方面，还包括影响“教”与“学”的体制机制。好的教学体制机制，可以激

发“教”与“学”两方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推动“教”与“学”，而坏

的教学体制机制，就可能扼杀“教”，也可能扼杀“学”。因此，要改变教育的

“行政化”，从内外、纵横各个方面减少对教育的行政干预，彻底为教育“除魅”，

使教育回归本身；要改革与培养人的创造性不相符合的各种教育体制机制，切实

维护教育自身的规律；要改变教育的“功利主义”，不以“短视化”的“就业率”

或者各种“量化指标”考核与评价学校，这样才能真正为教育松绑，真正地促进

教育自由。

面向反思的教育，还要有“倡反思”的教学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前不久公开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

变》。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 70 年以来，继 1972 年出版了研究报告《学会

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和 1996 年出版的研究报告《教育：内在的财富》

之后，又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呼吁全球各方要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

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共同责

任为基础，也就是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实施教育，要在教育中反思和应对人类面临

的普遍问题和困境，超越教育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要考虑科技领域和人文社

会领域的新成就、新发展，要通过反思性教育的学习组织方式推进教育发展，呼

吁重新审视教育和知识的定义，重视学习者在获得信息、认知、技能、价值观和

态度方面能力的提升。而这一切，都是在倡导“反思教育”的思想与理念，试图



建立“反思教育”的文化。因此，一所现代的大学、一流的大学，一所面向世界

的大学，应当强化“反思教育”的文化与理念，丰富“创造的教育”的理论内涵，

它不但可以回应和践行国际社会最新的教育理念，也必将有利于提升学校文化的

品味，推动“创造的教育”的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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