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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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常委、数学与统计学院  高夯教授 

教育的本质 

  把人放在自然界中，可以说“人”是“动物”的一种，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

之一是：人类能进行教育活动。笔者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人类之所以能进

行教育活动，是由于人类具有发达的大脑和丰富的语言。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从动物变成为上帝，不能不说教育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经历了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

命等历史阶段。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产生后，要靠教育来传承这一新的文明。经

过若干年时间的推移，也是靠教育创造了又一新的文明。正是这些文明不断发展，

人类从采集狩猎的时代发展到今天高度机械化、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这一发展过

程的推动力产生于教育。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差异。我们同时

也看到：这种文明的水平与教育水平成正比。 

  今天，中国处于较高的文明水平。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如航天领域、

交通领域等）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GDP总量处于全球第二的位置。最近公布的

国际学生能力测试 PISA2015测试成绩中，由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地区组

成的中国部分地区联合体位居总分第十。这个测试的内容包括数学、阅读与科学



三部分，被公认为是很好反映教育水平的工具。可以说中国的基础教育与本科教

育水平还是很高的。 

  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处于中等发达水平的中国，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

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在这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自主

知识经济。而自主知识经济的产生要靠“创造”的教育。党中央在“十七大”上

就提出“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应该说，“创造”的教

育是国家的需要，时代的要求。 

“创造”产生的条件 

  为适应国家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更突显教育的本质，学校提出要把“创造

的教育”作为学校的教育理念。 

  “创造的教育”首要的是培养学生创造的意识与激情。作为一所高水平的大

学，就是要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相应地要有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文化。我们应使

学校形成学生具有“生活的勇气、学习的渴望、创造的激情、社会的责任感”的

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在学校期间在学习方面做一点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形成一

点以前没有的想法，以便能在某一学科领域中形成新观点，发现解决问题的新方

法，乃至产生解决问题的新结果。 

  “创造的教育”也要培养学生创造的基础条件。一个人能形成创造力的前提

是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发明创造并不需要太多的知识（这种发

明创造更多表现为技术层面），但有更多的知识更容易产生发明创造。只有接受

了很多学派对某一事物的不同学术观点，才更容易产生你对此事物的新的学术思

想；只有掌握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更容易使你综合使用这些方法去解决新

的问题；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你才能把未来看得更远、更清晰。没有大量的广

泛学习，这是不可能的。 

“创造的教育”的实施 

  实施“创造的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我们的学生具有更强的创造能

力。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注重问题意识的培养，提倡问题教学。问题意识是创造能力的首要因素，

而这一点是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我们做如下的一个比较：举世公认中华

民族与犹太民族都是重视教育的民族。中华民族人口总数超 13亿，约占世界人



口的 20%；犹太人口总数不足 2000万（吉林省人口 2700万），约占世界人口的

0.3%。根据统计资料，从 1901年到 2008年，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共有 730多人。

其中，华裔学者获得诺贝尔奖人数为 9人，占获奖人数 1.2%；犹太民族获得诺

贝尔奖人数为 164人，占获奖人数 22.4%。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华民族获奖

比例远远低于犹太民族的获奖比例？ 

  有人从文化层面对此作了讨论，从幼儿园培养孩子阶段的一个侧面进行了比

较。中国人从幼儿园接出孩子总喜欢问孩子，“今天老师都教了什么？你学到了

什么？”犹太人从幼儿园接出孩子会问“你今天提了什么问题？”一言以蔽之，

中国人好“学”，犹太人好“问”。 

  儒家文化一贯倡导尊重师长，遵守四书五经的教导，服从孔子、孟子等圣人

权威，读书人做学问大多是诠释圣人的话。这一文化影响到现代的教育。大多数

人从娃娃开始逐步养成了崇拜权威的心态和迷信书本的习惯，青年学者的科学批

判精神受到抑制。如此状态，创造能力从何谈起。改变这一状态的方法是应采用

问题教学。 

  问题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中心，把问题贯穿于教学的始终。

通过这一过程，使学生感受、理解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把学生的学习过程，

变成学生自主探究的“再发现”“再创造”的过程，进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

科学精神，建构创新素质。特别强调的是，一堂课的结束，不应该是问题的圆满

解决，而应该是在原有问题圆满解决之后又有新问题的出现，以期进一步引起学

生的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欲望。 

  二是注重想象力的培养，提倡发散思维的教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

过：“想象力是发明、发现及其他创造活动的源泉。”现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

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

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化的源泉”。直白地说，想象力的培养，就是要鼓励学

生可以胡思乱想，想入非非。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曾说，“想入非非是通向科学探

究的必需和首要的步骤”。 想象力是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因为我

们有想象力，才有了发明创造的能力。 

  在创造性想象中，人们运用想象力去产生希望实现的清晰形象。虽说形象，

但未必是现实世界中的形象，这个形象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数



学学科中，它可能是一堆抽象的符号。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更会集中注意力在这

个清晰的形象上，经过不断地努力，直到它成为客观的现实。想象与现实之间是

有距离的，未必所有的想象都能成为现实。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应该注重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不少心理学家认为，发

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测定创造力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通常

可以用“一题多解”“一事多写”“一物多用”等方式，使学生探索多种渠道去

解决问题，多个角度观察事物，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发散思维会促进学生

想象力的发展。 

  目前，我们的教学中（特别是中学阶段的教学），常常探求问题解决的固定

模式，追求标准答案。这样的教育，常常会使学生思维形成定式，结果造成了思

维僵化，不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三是注意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提倡讨论式的教学。在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

过程中，首要是问题意识，培养我们的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其次是想象力，

培养我们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要促使我们的学生有解

决问题的能力。说到底，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逻辑思维能力主

要包括抽象与概括、归纳与演绎、分类与比较、分析与综合等。 

  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应该注重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模式。因为在培养学

生掌握新的知识时，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生一个结果，而是应该通过具体案例的讨

论，让学生形成自己的认识，从而抽象概括出一般的结论，学生也就获得了知识。

一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水平表现在抽象概括的水平上。抽象概括能力是所有学科

（尤其是数学学科）的学生都应具有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形成是教师与学生在共

同讨论过程完成的。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应该在师生讨论的过程中，恰当地使用归纳与演绎两

种不同的方法。归纳的方法是从具体的对象出发，通过重复性的实验观察，得到

一般性的结论。这个过程有助于帮助学生发现真理，对于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十分

有益。但是，通过归纳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是有或然性的。在自然科学中（特别在

数学学科中）这个结论只能是个猜想，这个猜想的真实性是要经过演绎推理来证

明的。演绎是从一般性的前提出发推出个别性的结论。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



必然的。归纳与演绎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过程，要经过这样完整的过程才能真正培

养我们学生的创造能力。 

  根据事物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可以把事物分类。善于把事物分类加以处理是解

决繁杂问题的基本方法。分类地解决问题常常不是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解决了一

类问题。而分类的前面过程是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通过

讨论的方式（教师要给予指点），培养学生的比较能力。通过比较可以使学生认

识什么是新知识，什么是新问题，通过比较才能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样有

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此外，分析与综合能力直接影响人的创造能力。分析是对讨论的对象分解成

多个部分，然后分别对每一部分加以深刻研究，这样才能把事物认识得深刻。在

局部考察的基础上还要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加以考察。在结合成一个统一体的时候

局部的性质可能消失，也可能产生局部所没有的性质。这些局部性质与整体性质

的认识，应该在教师与学生共同的反复多次讨论才能完成。 

  从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笔者深深地体会到，教学过程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我

更喜欢说训练学生逻辑思维）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是简单的讲授，而应该是讨

论。只有讨论，师生才能更好地交流思维，才能促进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表达

能力的发展，才能使学生的创造能力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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