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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博时代中国会展教育创新的问题思考 

许传宏 

【内容摘要】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创新”问

题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结束，世博会这一人类创新与创意的最经典案例带给会展教育哪些启迪，后世博时

代中国会展教育该往何处去？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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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纲要》谈起 

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需要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

发展，根本靠改革。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

校制度。 

在纲要的第七章“高等教育”部分，前所未有地用了13次“创新”，描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教育创新计划、国家创新体系、知识创新、技术

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以及高校创新组织模式、科研创新基地、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创新人才培养问题。 

无疑，国家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创新”问题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二、世博会与“创新” 

创新的英文是“innovation”，起源于拉丁语“innovare”，原意有三层含义，一是更新；二是创造新的东西；三是改变。 

世界博览会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新创造和新成果的集中展示。 

历史表明，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划时代的世博会都是因为有创新。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刚刚结束之年，美国在工业重镇芝加哥举办的世博

会。这届世博会最大的创新在于提出了世博会的主题——“一个世纪的进步”；1958年比利时在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的世博会也应该算是划时代

的。二战时期人类首次遭到核弹的袭击，二战结束10年后举办的布鲁塞尔世博会出于对战争的反思，建造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原子球塔，

表明原子时代人们应该和平的利用核能，这个建筑现在已经成为布鲁塞尔的地标。汉诺威世博会的主题是“人类?自然?科技”，但是德国馆却

把“所有的德国名人都是未完成的雕塑”这样一个有趣景象放在最引人注目的大厅，由于设计惊人，广受好评。法国馆更是用“法兰西走在十

字路口”的自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众多的建筑场馆、精妙绝伦的科技文化展示以及“最佳城市实践区”、“网上世博”等等，都以其独特的创新而光

彩夺目。 

世博会为人类展示其最新的科技成就提供了一个舞台，世博会鼓励人类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世博会亘古不变的灵魂，有创新才有进步。世博会

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主题创新、设计创新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这折射出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结束，世博会这一人

类创新与创意的最经典案例带给会展教育哪些启迪，后世博时代中国会展教育该往何处去？值得深思。 

三、几点思考 

会展创新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加强基础理论坚实、科学知识丰富、治学方法严谨，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方面的培养；同时，还应该培养他们具

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和良好的科学道德。他们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是最新科学成果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笔者认为，后世博时代中国会展教育值得深思的问题有： 

（一）对会展业发展的强烈求知欲培养 

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信心对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一些人的成功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天

分，而是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果断性、自制力、独立性。作为新兴产业，会展的发展本身具有一种探索性，面临挫

折乃至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这就要求会展专业的学生具备不怕挫折、不惧失败的心理承受能力，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坚持探索。 

（二）开放的心态与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知识量在成倍地增加，个人不可能知晓一切。只有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善于学习，积极吸纳今人、前

人、国人、洋人以及不同学派、流派的知识成果，在实践中善于同他人团结协作，才能避免因个人知识和能力的不足所造成的局限性。 

兼收并蓄，集思广益，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会展业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开放”与“协作”精神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科学的怀疑与理性批判精神的培养 

爱因斯坦曾精辟地指出，学校应当始终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 

缺乏独立思考，只知道人云亦云，就不可能见他人之所未见；缺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不敢超越常规，不敢坚持自己的独特见解，就不可

能发他人之所未发。要创新，就必须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不唯潮流。因而，在培养会展创新型人才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的能力，鼓励学生对现有知识进行科学的怀疑和理性的批判，并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值得指出的是，会展创新能力是以独立和批判精神为前提的，在培养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积极营造一种多样包容的会展文化。 

（四）重视会展技术创新，搭建会展创新平台 

在会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包含着许多技术性的因素。以会展艺术与技术专业为例，从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中不难发现，会展艺术与技术融

入了先进的现代展示空间数字化、人性化和系统化设计理念，整合现代数字分析、建模、人机交互和行为评价，包含着会展空间设计中对形态

结构、信息传达等展示空间中各种数据定量分析，对搭建产业中费效关系作出科学的评价等等。 

培养会展艺术与技术方面的创新人才，需要系统掌握展示空间设计搭建、信息传达手段、人机交互方式等理论知识提供完整、系统的设备支

持。为会展空间搭建产业的数据分析、个案评判、费效比对搭建数字化搭建实验、网络会展空间技术等先进系统的创新研究平台。 

（五）会展教育：实践、实践、再实践 

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实践，工科、医科如此，文、理等学科亦概莫能外。然而，如何加强实践环节，如何真正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

培养，很多人缺乏思考，观念依然陈旧落后。在会展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必须引导学生进行主动实践，这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 

从会展教育方面来说，发达国家会展教育的经验是十分重视实践教育环节的作用，我们所熟知的如德国瑞文斯堡合作教育大学每学期三个月上

课，三个月实习，实践环节占50%；有资料显示，美国、加拿大的会展教育其实践、实习也要占50%以上。 

会展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专业），会展创新教育能否取得成效，抓好实践教育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在我国的会展实践教育中普遍

存在着教育观念落后、客观条件制约、组织管理不善、师资力量匮乏以及实施保障不力等问题需要解决，此不赘述。 

（六）会展创新人才培养忌浮躁 

对于高等教育来讲，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达到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颁布一两项措施、搞一两次活动并不一定能

立竿见影。 

在会展创新型人才培养上，高校需要理性，一定要忌浮躁，防止急功近利的情况发生。学生的会展创新能力是要不断启发，不断养成的，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根本方向是人的发展，是激发学生的潜能，拔苗助长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可以说，人类未来的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后世博时代中国会展教育的人才培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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