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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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晓团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2015 年 10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

理念；2015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修订，将对高校人才创新

精神的培养明确作为高等教育的任务；2016 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基础上

提出了具有丰富内涵并不断发展的教育理念——“创造的教育”。2016 年既是

“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我校建校七十周年。“创造的教育”理念的提出，

既积极响应了国家政策，也为我校新时期的教育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推进了我

校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进程。

以“尊重的教育”为基础，既体现在我校教育理念的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在

“尊重的教育”和“创造的教育”二者的相互关系上。

首先，在我校教育理念的发展过程中，“尊重的教育”理念和“创造性的教

育”理念是前后承接的。“尊重的教育”理念是我校在 21 世纪初提出的。当时

我国教育领域盛行“灌输加棍棒”的模式，“尊重的教育”理念旨在尊重学生的

个性，保护学生的创造性。多年来，我校坚持践行“尊重的教育”理念，使之成

为我校教育发展的文化品牌。而“创造的教育”理念正是我校适应教育形势的发

展变化，在“尊重的教育”基础上，对自身教育理念的发展和完善。



其次，“创造的教育”与“尊重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尊重

的教育”是实现“创造的教育”的前提。“尊重的教育”体现了对教育规律和被

教育者的尊重，而“创造的教育”正是在这种尊重的基础之上，追求的创新和发

展。另一方面，“创造的教育”是“尊重的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尊重的

教育”体现的是态度上的尊重，更多的表现为不干涉；“创造的教育”体现的是

行动上的指引，更多的表现为主动的培养和启发，具有更多的实践价值。正如刘

益春校长所言：“没有‘尊重’的基础，空谈‘创造’，会使教育成为脱离实际

的臆想；没有‘创造’的引领，只谈‘尊重’，则会使教育脱离时代的要求，影

响教育发展和进步。”

承典塑新，体现在“创造的教育”理念既是对中外传统创造教育理念的科学

继承，又是对我校办学历史的经验总结，更赋予了“创造的教育”在我校教育发

展中的新内涵。

对传统创造教育理念的继承方面，国外最早开始关注创造教育的人是美国著

名的教育家约翰·杜威，他认为传统的教育缺乏创造性。好的教育，应当能够唤

起人的思维。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的亚历克斯·奥斯本主张从开设创造性专项

课程、创造性思想在实践课程的运用和创造性的授课方式等三个方面开展创造教

育。国内关于创造教育的研究，最早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行知自

1917 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就提倡教育改革，并在此过程中萌发了他的创造教育

思想。他认为，“行动”在创造教育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实施创造教

育的方法：教师要相信学生具有创造力，更要在教学实践中善于发现、培养学生

的创造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注重对创造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我校

“创造的教育”理念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这些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我校“创造的教育”理念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其历史发展缘由的。

一直以来，无论是开创中国高师函授教育，还是走“长白山之路”；无论是实施

“优师工程”，还是开创“U-G-S”人才培养模式，我校都在努力彰显“为基础

教育服务”的办学特色，提升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在 70 年

校庆之际，我校提出“创造的教育”理念，这正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发展，

也是学校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作为国立师范大学，提出“创造的教育”理念在我校的教育发展中具有新的

内涵。一方面，注重对教师的创造精神和能力的培养，使之能够挖掘学生潜能，

帮助学生养成批判反思的意识，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创造的教育，

培养出的具有教育家素养的毕业生，又会在以后成为优秀的教师。在这个意义上，

我校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不仅体现在对现有的教师和学生的“创造的教育”，

更体现在对未来教师队伍的“创造的教育”，内涵更为丰富，意义也更为重大。

力行致远，既体现在“创造的教育”理念对高校人才培养规律的把握上，又

体现在我校对“创造的教育”理念的具体贯彻落实上。

高校人才的培养，最根本的就是培养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对知识接

受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更包括创造的能力。哲学家怀特海曾说，“教育如

果不以激发首创精神开始，不以促进这种精神而结束，那必然是错误的教育。”

可见，创造的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而教育实践分为“教”和“学”两

种活动，因此，“创造的教育”理念需要从教育者、学习者和环境三个角度予以

把握。这些对高校人才培养规律的把握，是贯彻落实“创造的教育”理念的重要

前提。

在对“创造的教育”理念的具体贯彻落实方面，刘益春校长提出了三个主要

方面，共包括六项基本内涵。第一方面，“教师应该如何教”：倡导注重过程的

探究教育，激发基于兴趣的内生动力。正如美国教育家布鲁纳所说，“学习是一

种过程，而不是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除了传授知识外，更要培养学生的

思考能力和问题意识。激发基于兴趣的内生动力，在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

心，引导他们思考，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第二方面，

“学生应该如何学”：养成批判反思的思维习惯，树立卓越担当的人生品格。爱

因斯坦指出，“提出新的问题”“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因此，学生要改变对

权威的依赖和盲从，主动思考和发现问题，敢于拥有自己的想法，并对此作出论

证。树立卓越担当的人生品格，让我们在问题面前，勇于坚持梦想，敢于承担责

任，善于突破自我，精于追求卓越，不断地激发自身的创造精神。第三方面，“环

境应该如何营造”：构建协同开放的育人模式，凝铸张扬个性的校园文化。协同

开放的育人模式，能够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开放的时间、空间，多个主体共同创造



出平台广阔、资源丰富的创造性教育环境。张扬个性的校园文化，能够释放师生

的个性，激发师生的创造力，呈现出独有的精神风貌。

作为这所国立师范大学的学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我校新时期的教育理念，

并付诸行动，不仅能够培养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树立卓越担当的人生品

格，更能为我校“创造的教育”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首先，以“尊重的教育”为基础，做到对老师和学校足够的尊重。教育不是

单方面的事，而是学校、教师、学生三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实现的事业。在“尊

重的教育”层面，一般认为是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能力和想法的尊重。但是对于

学生来讲，更应该注重对老师和学校的尊重。课上尊重老师的知识传授和思想引

导，课下尊重与老师的师生身份，保持礼貌和敬重；在学校内，爱护公物，尊重

学校的环境，积极参与、配合校园活动，尊重校园文化建设；在学校外，注意自

身言行，尊重学校的声誉。在这样相互尊重的环境和师生关系中，才能够真正实

现以“尊重的教育”为基础。

其次，了解“创造的教育”的科学来源，明确我校多年来的历史探索，并把

握“创造的教育”的多层内涵。利用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平台，在老师创造性教育

的培养下，善于自主学习，培养思考能力，广泛阅读书籍，参与社会实践。培养

自身多方面的能力，使自己无论是学习中，还是在以后的生活中，都有充满创造

力的新突破。

最后，深刻地落实刘校长关于“创造的教育”理念三个基本方面的内容。配

合老师的引导，进行探究性学习；形成对所学知识的兴趣，主动思考和讨论，激

发创造性意识；养成批判反思的习惯，学会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端正自身的学

习态度，勇于挑战，将追求卓越作为座右铭；积极参与活动，发挥创造精神，不

断完善自我。

“创造的教育”理念的提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创造的教育”理念

的落实，需要我们每个人付诸行动。“创造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发展目标、

教师的指导方向，更是我们每一个学生的受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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