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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培育创新性教育环境的思考

[ 作者 ] 李耀臻 

[ 单位 ] 华中科技大学 

[ 摘要 ] 培养创新性人才呼唤创新性教育环境。然而，什么是创新性教育环境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创新性教育环境是

一种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教育环境模式，其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是创新。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培育创新性教育环境的全过程，切实

推进办学环境创新、工作环境创新、学习环境创新和校园环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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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创新性人才呼唤创新性教育环境。然而，什么是创新性教育环境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创新性教育环境是一

种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教育环境模式，其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是创新。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培育创新性教育环境的全过程，切实推

进办学环境创新、工作环境创新、学习环境创新和校园环境创新。一、建设创新型领导班子，培育创新性办学环境对领导班子而言，创新

性教育环境强调要培育有利于引领学校向创新型大学发展的办学环境。在新世纪，党和国家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高等教育事业面对新

的机遇和挑战。当前，众多高校都在规划未来，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争取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需要我们通过培育创新

性办学环境，创新办学理念，用创新的眼光确立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新阶段的建设任务；通过培育创新性工作环境，以

环境揽人、以情感留人、以事业树人，使全校上下人心凝聚、认识一致、精诚团结，找到推进事业的办法和动力；通过培育创新性学习环

境，培养一批批创新性高级专门人才，以贡献赢得支持、以信誉赢得支持、以情感赢得支持，使学校进一步赢得社会各方的支持，赢得全

校师生的广泛认同，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快速发展。因此，培育创新性教育环境不仅是应对知识经济挑战、培养创新性人

才的现实需要，而且是实现学校自身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所大学能否培养出创新性人才，能培养多少创新性人才，一方面取决于理想

的内部办学环境，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这所大学能否赢得理想的外部办学环境。我们认为，高校办学环境是否良好，领导班子是关键。领导

班子是否具有创新性的教育管理思想、创新性思维品质和开拓性前瞻意识，是培育创新性办学环境的关键要素。创新型领导班子首先是一

个想大事、谋大事、成大事的领导班子，善于运用其思想、学识、胸怀、胆略和言行，尤其是创新性思维方式，抓方向、议大事、谋大

局、求发展，提出新的办学思路和办学模式，提出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来认识和处理学校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从而为师生创设创新性

内部办学环境和外部办学环境。二、创新管理体制，培育创新性工作环境对管理体制而言，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核心内容，创新性教

育环境更加强调培育有利于激发教师创新能力的工作环境。人是事业之本，是创新之源。人才标志着水平，人才凝聚着能量，人才意味着

创新。高校间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谁能够揽得人才特别是大师级人才，谁就抓住了事业开拓创新的首要资源。一方面，创新性大学教育

需要培养和汇聚一批帅才、将才，包括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大师和学科带头人，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

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另一方面，从创造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充满着创造潜能，每个人都充满着创造欲望，但是，只有具

备了创新性环境才可能极大地激发人才的创新动力。由此，我们要重视“人才”，更要重视“人心”，在广揽人才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

管理体制创新，把激发教师的创新能力作为管理的核心内容，努力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工作环境，积极调动广大教师的创

新热情和工作的主动性，从而鼓励大家的奉献精神，继而产生管理力量，发生管理效力，形成事业发展的合力。三、狠抓教育教学改革，

培育创新性学习环境对人才培养而言，创新性教育环境把培养创新性人才放在首位，更加注重培育有利于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

学习环境。培养创新性人才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情感和创新思维。我们应该看到，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不可能是某

一单个因素的结果，创新除了与创新者自身的天赋素质有关外，创新者身心所处的环境无疑对创新者的创新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

新性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在所有的这些环境因素中，教育环境，特别是大学教育环境是最重要的。个体的

创新性是由社会的创新性环境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培育一种创新性教育环境，大学生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培养一种强烈的创新意

识，能够在创新活动中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培养一种强烈的创新精神，能够在创新活动中不畏艰险、敢于批评、敢于质疑，并自



觉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坚忍不拔、积极进取；培养一种创新思维能力，善于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方法创造出新理论、新观点、新方

法，最终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需要自由探讨、平等讨论的民主氛围，即教育过程的民主化。创新人格

的成长与创新思维的形成，有赖于长期的综合性的陶冶与熏染，而民主、自由、和谐、安全的学习环境是创新素质成长不可或缺的养料与

气候，可以推动人格的自由舒展，推动思维的活跃与激荡，进而推动创新才能的迸发。由此，我们需要改革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改革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强启发式教学、探索式教学和互动式教学，全新设计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更多地尊重学生的特长和个性。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鼓励自由思考，自主发现，培养学生敢于提问、善于提问的习惯和富有针对性的批判精神；鼓励个性发展；培养标新立异，敢为

人先的勇气；提倡教学相长，勉励学生畅所欲言，激励学生超越教师。只有这样，各类创新性人才才能脱颖而出，各种创新活动才能竞相

迸发。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培育创新性校园环境对校园环境而言，创新性教育环境着意于培育崇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创新的

精神环境和清静幽雅、优美和谐的物质环境。优美的校园环境对陶冶创新人才的高尚道德情操以及其他有利于创造性发展的个性品质也能

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清静幽雅、优美和谐的校园环境会使人悦目怡情，身心舒畅，可以使人专心致志，提高效率，产生巨大的学习动机

和创造热情。学校管理者应通过持续不断的校园环境建设，力求让学校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鼓励创新的功能，使学校成为师生进行创造活

动的乐园。另外，浓郁活跃的学术环境，可以使师生时时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和滋润，从中不断吸取创造性的营养。学校应具备宽容的校

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风格多样化与个性化，创设多学科相互交流的环境，创造各学派不同学术观点争鸣的条件，形成师生

在学术上自由讨论的氛围，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气氛。这就需要我们经常不断地组织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学术沙龙、成果展览等，

使师生了解到最新科技信息，激发其创新意识，引导师生共同开展以课题为载体的科学研究，形成创新的整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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