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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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副校长、我校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学院院长  张绍杰 

  教育的本源是人的教育，亦可谓人性的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人、塑造人、

发展人。创造的教育如此说来就是人格的教育，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格。人格是

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基础，因此，践行“创造的教育”的理念，就要在教育的实践

中培养、塑造和发展受教育者的人格。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

部分构成：本我是原始的、无意识的自己，或生物层面的自己，包括基本的欲望、

冲动和本能；自我是有意识的自己，或心理层面的自己，具有理性和机智的特征，

其机能是满足“本我”的欲望和冲动；超我是社会层面的自己，代表经过内化道

德规范、社会准则和文化价值观念而形成的自我理想，具有追求完美的特点，按

照至善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统一，构成了人的人格

结构。 

  心理学家关于人格结构的理论对于创造力的人格的培养、塑造和发展具有启

发意义。如果教育把人性视为它的本源，那么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格就是它的根本

宗旨。按照“创造的教育”的理念就是要培养创造力的人格。创造力的人格与受

教育者个体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有着怎样的联系以及如何培养，这正是我们要讨



论的问题。提出创造力的人格教育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教育可以改变人，二是教

育可以改变构成人格结构的要素。据此，我将从受教育者个体的本我、自我和超

我三个层面谈创造力人格的教育。 

  本我是创造力的发动机。本我的基本属性是内在的欲望和冲动。这两个因素

正是人的一切行动或外在行为的内在动因。作为生物的人，他需要有生理的需要，

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他需要有求知的欲望，这是他学习行为的内在动因。现代

学习理论已经证明，影响学习者的因素很多，但学习动机是最关键的因素。有了

学习动机，学习者才会自觉地学习、主动地学习、刻苦地学习。教育实践也证明，

那些优秀的学生普遍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正是这种内在的动因驱动他们的学习

行为。因此，教育者的作用就是要培育学习者的求知欲望，使受教育者不断增强

内在的学习动力。我们说本我是创造力的发动机，因为学习者内在的引擎一旦启

动，就会产生无限的学习潜能。那么，如何培育学习者的求知欲望？除了学习者

本人对学习掌握科技文化知识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外，教育实践过

程中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活动都显得特别重要。课程设置与现代社会的脱节、教学

内容的陈旧、教学方法的呆板、教学活动的脱离实际等等，都不利于学习者求知

欲望的形成。实践告诉我们，兴趣是点燃学习者内部发动机的钥匙。作为教育者

的老师必须注意培养学生对知识学习的兴趣，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法

手段的选择刺激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求知的冲动，从而达到培育求知欲望的目

的。 

  自我是创造力的驱动器。从本我到自我是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也

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自我的特点在于通过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满足本我的欲

望和冲动。一个人自我意识的存在，不仅是成熟的标志，而且是理性思维的标志，

一旦形成理性思维，人的欲望和行动才有可能达到统一。按照自我的心理特征，

教育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的理性思维，才有可能满足求知的欲望。那么什么是理性

思维呢？理性思维是一种按照事物的内在规律认识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它对一

切不符合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持批判态度，因此，理性思维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

表现为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正是教育的精髓，也是大学教育应坚

守的精神。从大学的本质出发，教育者要始终把培养受教育者的批判性思维作为

根本任务。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过程要创造有利于学习者养成批判性思维的环



境，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探究知识，学习者不是崇拜权威而是

挑战权威，学习者不是唯师言从毕恭而是唯真理言从毕信。只有这样学习者才能

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断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强大自己，从而去满足自己的求

知愿望。我们说自我是创造力的驱动器，就是通过自我的理性思维以及由此孕育

的智慧去获得知识和创造知识。 

  超我是创造力的加速器。超我从生物层面的自己进入了社会层面的自己，是

人的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超我是在理性的驱动下，按照道德规范、社会准则、

文化价值观念指导本我和限制自我，从而形成自己的理想，达到追求完美的境地。

既然教育的本质是人的教育，那么，它的根本任务不但要培养有道德的人、有社

会责任感的人，而且要培养有理想的人，并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成为现实的人。

我们提出超我是创造力的加速器，是因为人一旦形成了超我的理想，就会驱动内

在的理性去追求真理，去探求新知和发现未知世界，从而去改变和创造新的世界。

遵循“创造的教育”的理念，教育者就应该培养受教育者改变精神世界和客观世

界的信念、激情和责任感，使他们具有实现理念的不竭动力。精神世界是由人的

意识活动的结果所形成的主观世界。改变精神世界，就是要改变与现实社会不相

适应的、丑陋的、低俗的观念，也包括改变个人对现实社会的非理性的看法，形

成唯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客观世界即人的生活所处在的现实世界。改变客观世

界，就是要改变那些不合理的、落后的、腐朽的制度存在。信念决定行动，只有

树立改造世界的信念，才能驱动实现理想的行动；激情决定态度，只有充满改造

世界的激情，才能释放实现理想的活力；责任决定担当，只有承担起改造世界的

责任，才能获得实现理想的勇气。总之，培育超我的境界是创造的教育应力求达

到的终极目标。 

  综上，我们依据心理学构成人格结构三个层面的本我、自我、超我概念，阐

述了这些概念与“创造的教育”的理念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培育

创造力的人格。一个人的人格如此重要，对其人生的成长和发展不仅产生长远影

响，甚至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同一所大学里毕业的人，在同样的环境里工作，为

什么有的事业有成，有的平淡一生，这与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种优质教育就

是能够有助于受教育者在教育的环境里形成创造力的人格，创造力人格形成的过

程就是将一个受教育者个体从“我不能”到“我能”的过程。可想而知，当一个



人从认知的意义上感到“我能”的时候，那么，他一定具备了完成“可能”行为

的能力，甚至完成“不可能”行为的潜能。因此，人格是创造力的基础，“创造

的教育”蕴含着培育创造力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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