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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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校长 史宁中 

  一所大学要有自己的教育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应该基于两个基础：学校的

情况和社会的情况。学校的情况主要应考虑三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的目标；二

是科学研究的方向；三是社会服务的内容。社会的情况主要是考虑社会当前的情

况和未来发展的趋势。校情和社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理念需要不断完善，

“创造的教育”可以作为“尊重的教育”的继承和发展。 

  本世纪初，学校提出“尊重的教育”理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本质内涵，即

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尊重学生的人格人性、尊重教育者的劳动成

果。我们希望学校的每名教师都能在教学活动中实施“尊重的教育”，让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感悟什么是“尊重的教育”，最后要落实到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在他

未来的教育实践中遵循“尊重的教育”理念。“创造的教育”也应该这样，作为

师范大学，并不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创造出什么成果，而是要感悟这种

创造精神，使得毕业生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切实践行“创造的教育”理念。 

  “创造的教育”为什么是“尊重的教育”的继承与发展？“尊重的教育”在

本质上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教学行为的遵循，它并没有落实到具体教学的课堂，



具体教学的内容，没有通过内容本身让学生感悟什么、得到什么，“尊重的教育”

在这方面揭示的不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提出“创造的教育”是可以的。原

因是国家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到创新大国，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是中国经济发展

的必由之路。“创造的教育”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创造的意识，创造的能力和创

造的激情。 

  一是创造的意识。创造意识的培养是要从基础教育阶段起步、从娃娃抓起的。

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教师都得下相当大的功

夫，需要创设各种情境，提出各种好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和探索。对于师范大

学的教师和学生而言，培养创造的意识在其未来的教学生涯中尤为重要。培养创

新型人才，基础教育责无旁贷，我们的大学生首先要具有创造的意识，并在实践

中理解、认同和传播。 

  二是创造的能力。一个人能够创造，一般来说需要具备三方面条件，即必要

的知识、创造的思维和创造的机遇。创造的思维尤其重要。在以往的教育实践中，

我们更多地注重演绎的教育，注重教会学生从前提必然地得出结论的推理。而在

“创造的教育”中，这是不够的，要更强调归纳的教育，引导学生通过经历过的

东西推断出没有经历过的东西，由一系列具体的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所以在教

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通过经验去得到一些东西、感悟一些东西。学生的经验是

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主要分为思维的经验和实践的经验。会提问、会联想是思

维的经验，会操作则是实践的经验，获得这两个经验是重要的教学目标。创造的

能力就体现在经验上，学生经历了创造的过程，得到了经验，最后形成了习惯，

这就是创造的能力。 

  三是创造的激情。做好一件事情，没有激情是不行的。一名教师没有激情，

肯定讲不好课。教师讲课时只有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才能调动学生的情绪。

创造是不容易的，有了激情，创造的过程才会有动力，才不会令人感觉到累。特

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至少经历一次完整的创造过程，不一

定局限在专业知识学习方面，其他各方面都可以，关键是教师能给他提供一个创

造的环境，学生有了这一次体验就可能被吸引，进而深入其中，就会影响他未来

的发展。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引发孩子们去思考，引发他们去废寝忘食地探索，

引发他们产生一些激情。 



  “创造的教育”理念要落地生根，需要重点关注两个问题。首先是我们想得

到什么？就是培养的人会是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通过“创造的教育”得

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具有创造的意识，并能培养孩子们具有创造的意识；具有创

造的能力，并能教给孩子们具有创造的能力；具有创造的激情，并能激发孩子们

创造的激情。其次是我们如何得到？创造不经过过程，孩子是感觉不出来的，一

定让我们的教师把握住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孩子们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增强创造的意识、培养创造的能力、激发创造的激情。教师得下相

当大的功夫才能创造这样的情境，提出这方面问题，引发学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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