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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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处处长 王占仁 

  “创造的教育”作为大学的教育理念，回归了教育的初心。教育的初心就是

育人，要育成什么样的人才呢？具体来说，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89年“面

向 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提出的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这应该成为“创

造的教育”的终极目标。 

  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是“创造的教育”与一般教育的重要区别。一

般的教育要培养合格建设者，“创造的教育”要超越合格，赋予其开创性；一般

的教育要满足社会需要，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创造的教育”

则要引领社会需要，引导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方向。对此，鲁洁教授创

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的本质在于超越的观点，实现了教育哲学观从适应论到超越论

的根本转变。他指出：“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的超越的核心就是，要培养

出能改造现存世界的人，即具有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能超越现实世界、现实社

会的人。赋予人以人所独具的实践本质，这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按照鲁洁教授

的论证，教育的超越性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教育的职能不在于单纯地传授

人类已有的、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是把已有的东西复制给年轻一

代，并使他们适应已有的和既定的一切。用来描述现代教育本质的词汇不是“接



受”和“适应”，而是“创造”和“超越”。二是教育在赋予人以现实规定性的

同时，在于否定这种规定性，超越这种规定性。要想不让教育的现实规定性成为

束缚人发展的消极因素，就只有超越这种规定性。超越的途径就是培养出能够改

造世界、改造现存社会的人，以此来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创造的教育”必须以生活做中心，切实增强教育的活力。不论是作为人生

阅历、教育方式还是情感状态，生活体验都是教育的直接来源。而作为具有很强

实践性的“创造的教育”来说，生活体验更是必不可少。这使我们自然想到陶行

知先生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的命题，“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

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

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先生是先死，学生是学死！先死与学死所造成

的国是死国，所造成的世界是死世界。”教育为了“不死”，就必须以生活做中

心，同理，“创造的教育”为了生机盎然地存在下去，也必须以生活做中心。我

想，之所以这么突出地强调生活做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创造的教育”是“教学

做合一”的教育，不做无学，不做无教。另一方面是支撑“创造的教育”的知识

基础的特殊性，“创造的教育”过程中有很多“意会知识”，为了传授这些“意

会知识”，对于“创造的教育”来说，“教学形式与课程内容同等重要。”“经

验的和反思的方法能促使深度学习。”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来表达，这些“意

会知识”只有通过“悟”才能获得，这种“悟”“旨在领悟有限中的无限，相对

中的绝对，这种领悟往往是在顿然之间实现的，它表现为哲学上的理性直觉。”

而支撑这一“顿然之间”悟道的核心要素即是深厚宽广的生活体验。当然，我们

强调丰富的生活体验是教育的直接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所以，既不是说创造

只有通过生活体验这一途径才能学习，也不是说只有“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

人”才能创造，更不是以突出强调经验的方式来否定创造知识的传授。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还如此突出地强调丰富的生活体验和体会真切的人生情感呢？我想

是为了突出“创造的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获得功利性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

的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其尊严和价值，从而为社会培养出“高理智与高

情感相互平衡、协调发展的人才。”归根结底，“创造的教育”还是要回到人本

身。 



  “创造的教育”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潜力和本能，培养人的“创造自

觉”。“创造自觉”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启发。费孝通先

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

的来历，形成过程，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表达了当前思想

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变化的迫切要

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

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

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要

求文化自觉。受此启发，“创造自觉”中的“自觉”主要取“自知之明”之意，

就是内在自我认同与反思、外在主动选择与创造，“创造自觉”就是个体在对创

造本质及规律深刻反省和科学领悟的基础上，做到自觉认同、自觉反思、自觉选

择、自觉创造，强调主体自我认同与反思的“自主能力”和主动选择与创造的“自

主地位”。 

 “创造自觉”就是要回复到人本身，创造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但不是为此而产

生的,而是因为人的内生动力和主体价值。以此为基础，就可以解决目前中国教

育理论与实践中很多“悖论”。如虽然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益严峻，但是大

学生的创业意识却依然薄弱，绝大部分毕业生仍旧选择传统的就业渠道；随着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参与创业活动的人数呈直线下降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创业积

极性越低。显然，创业与就业状况紧密联系，能就业则不创业，就业困难或待遇

不高则会考虑创业，创业成了诸路皆走不通时的最后选择，甚至成了“穷则思变”、

“逼上梁山”的悲壮之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必要从更为本质的层面来

进行深入探讨，找到最为切近的理解和最为本质的原因。从“创造自觉”的理论

视角来观察，可以看到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实现外在需求与内生动

力的结合，社会的需要没有转化为大学生主动的行为，最后仍然导致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的无效。培养学生的“创造自觉”就会彻底改变其“看客”的角色定位，

激发其争做“创客”的内在动力，做到知行合一，以行动巩固“创造自觉”，以

行动坚定前行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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