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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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学院副教授 李春会

我校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师范大学，不仅在国内领先还要走向世

界。教育的本质精神是超越学科、超越文化传统、甚至超越民族的。“创造的教

育”理念在符合我国发展的特殊国情需要的同时，又体现了东师人的人文情怀，

更彰显了世界教育之共性，是对人的一种终极关怀。

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创新的年代，师范教育很可能迷失了自我真正的方向。要

走出迷雾，就要理解创新与创造的真实关系。创新与创造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交替

使用，混淆为完全同义的词语在表达和应用，但是二者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中，是

不同思想的两种表达方式。

创造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根基，创新则是这棵树的茂密枝叶，二者共融为一体，

有着各自的作用。师范生教育问题如果只是无根的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创造

是创新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创新又推动着新创造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创造具

有根本性的意义，是教育的真正本质。“创造的教育”理念是一种对人的本质属

性的关注，是在哲学意义上对教育更为深切的感悟与思考。换个角度来讲，人是

教育的主体，“创造的教育”也就是“创造的人”，这一理念是对于人的地位的

全面提升，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诠释，是人

的本质的全新解读和发展。现代教育家陶行知也曾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天



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创造是人之为人的根

本，是追问教育之本真的最真切的回答。

这个时代需要创造，教育离不开创造，创造首先就是一种精神的信念，教育，

尤其是师范教育的目的就是给予学生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双重培育。教师就是

这种信念的实践者，去塑造出求真、做善与得美的学生。针对师范教育，大学教

师要意识到眼下的学生也许就是未来基础教育的教师，师范生的这种双重身份，

就必然使得我们去追问教育的本真，唯有澄清“何为教育”才能够不让我们当下

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教育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而是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

一种路径。

“创造的教育”是一个二维的理念，这一理念本身就意味着创造的精神的存

在，同时蕴含着该精神所拥有的现实力量，即创造力。创造精神与创造力二者互

为推动，不可割裂开来，但是也不能将其混为一谈。实现当下教育的又一次质的

飞跃所需要的根本力量就在于创造精神的发掘和树立、创造力的培养和落实。

“创造的教育”是在一代又一代东师人的共同努力下总结出来的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基础的教育理念，当我们拥有创造的精神的共同信念之后，接下来最为

重要的一步就是在现在以及未来的师范生教育实践中如何将这种精神深化为学

生有能力拥有的现实的创造力。这种转化过程需要从外因和内因去分析，环境作

为外因，其内含有三个方面，即学校、家庭和社会；教师与学生作为实际主体是

创造力实现的内因。内外因的结合是践履创造精神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环境的三位一体。学校、家庭和社会是进行教育的三大场所，亦共同

构成了教育共同体，其中学校是作为专业化教育的基地，家庭是作为第一教育的

直接地点，社会则是囊括了前两种场所的大环境。社会承担着教育的责任，要努

力营造出有利于激发创造力的环境，不仅仅是硬件基础设置，还要有人文环境的

熏染，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社会教育的最高理想状态。社会是由人组建而成的，人

也是社会之人，所以人的教育是在社会这个大环境的保护中孕育起来的。学校是

创造力培养的主要阵营，要将知识的接纳和储存，转换为知识的探求和创造，实

现教育的“产学研”——产生问题、学习问题以及研究问题的良性循环。课堂教

学是学校中永不过时的教育方式，因此要从课堂教学抓起，让学生成为自己人生

学习舞台的导演，教师作为指导，而“创造的教育”理念就是这部舞台剧的背景



音乐。教育的第一场所就是家庭，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倡

导良好家风的传承，因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家庭的保障，正如歌词所唱

的那样“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所以，家庭必然也是创造精神的萌发地，

创造力培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造的教育”的前提就是学校、家庭和社会所

形成的三位一体的教育共同体。

第二，师生的双向交往。教师和学生是“创造的教育”的两大主体，只有创

造型的教师才能影响学生去进行勇敢的创造活动，学生的创造想法也同样激励着

教师进行不断地创造和创新，因此更为根本的是二者在交往当中所碰撞出的思想

火花，才是尤为珍贵的。大家都熟知“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

的汗水”这句教育中的名言，但是，往往被忽略的后半句话才是真谛，那就是“那

百分之一的灵感才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培养才是教育的本

真。而灵感存在于学生自身，也要受教师的启迪，皮亚杰也有过这样的表达，“如

果没有情感的沟通，智慧的交流是无法达成的”。教育就是通过师生的对话，去

促进教育的创造，在这里不用“互动”或者“关系”一词，是因为“交往”一词

更能体现师生之间的心灵、情感和人际等多方面复杂的心理互动、心灵沟通，这

是“创造的教育”实现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思维由惊奇和问题开始。”

也许，教育也是这样从创造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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