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文/陆松福 

   创新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的迫切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市场的日益国际化，国
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愈演越烈，其竞争焦点就在于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并最终归结
到人才及其创新能力的竞争。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上的差距，
我国企业最薄弱的环节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最为迫切的需求是创新型人才。下面就高校创新型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作一探讨。 
   一、美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借鉴 
   美国大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其核心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课内
与课外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并由此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
式。 
   在美国大学，创业已成为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美国许多学校的创业教育课程是围绕一
份创业计划展开。百森学院本科生从大一开始就必修创业教育课程，学生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分组撰
写创业计划，并可得到创业教育中心提供的3000美元启动资金，面向客户做市场调研，研发并销售
产品，小组之间进行比赛看哪组钱挣的多。到三、四年级时，学生在选修创业课程的同时，创业教
育中心为学生提供孵化器服务，有志于创业的本科生创业团队和研究生创业团队都可以申请到5000
美元到20000美元之间不等的创业基金。麻省理工学院的“5万美金商业计划竞赛”已有十几年历
史，影响非常大。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每年都有5-6家新的企业从这项竞赛中诞生，并且有为
数不少的创业计划和创业团队被附近的高新技术企业以上百万美元的价格买走。这些由创业计划直
接孵化出的企业中，有的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年营业额十亿美元的大公司。闻名于世的微软、雅
虎、Google等最初都是由在校大学生创办的公司，比尔"盖茨、杨致远、拉里"佩奇等都是非常成功
的大学生创业者。 
   综合美国的经验，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教育观念上，强调教师主体同学生
主体的相互合作，同步发展，并把建构学生学习主体地位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主要目标；在育人目
标上，以培养学生主体精神、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与合作能力为核心，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在教育
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生主体参与，重视启发式、讨论式教学，重视学生小组与个人学习活动形式的
组织指导；在教学途径上，重视课堂教学同课外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强调社会实践活动的育
人功能；等等。 
   二、我国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通过几年来的调整变革，我国高校对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较过去已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国外
先进大学比，与现代企业对创新型人才的要求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此，结合我国高校实际，就创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提出如下思路与建议。 
1．注重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人才培养的
个性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趋势之一。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的岗位需求
也是极其多样化的。因此．既要强调人才培养模式统一性，也要注重人才培养的个性发展．创新能
力来源于个性的差异，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个性的充分发展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要在激烈的
国际竞争和区域发展中处于不败之地，人才培养的个性化显得极其重要。学生个性的养成关键取决
于教育模式的个性化，这就需要我们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上建立起个性化课程体系，体现“以人为
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个人专业方向的选择，增强其
适应社会变化的主动性。要处理好人才培养的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关系，要从每个学生未来的就
业竞争力实际出发，创造多样化的教育方式、方法去适应学生个性的发展，使大学生在获得系统化
的学科专业知识的同时，以个性为特色的能力也得到充分发展。  
2．创新教育模式，摒弃单向授课，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倡导问题式、互动式、启发式和讨论式教
学。在专业课教学中积极推行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即指导选题、独立探索、小组交流、大班讲评和
总结提高），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从根本上改变教师向学生单向传授知识的讲授式，而
代之以教师指导学生在一定专业知识领域内进行探索和交流的研讨式，在教学目标上变“授人以
鱼”为“授人以渔”，在教学形式上变“一言堂”为“群言堂”，在师生关系上变“主—客”改造
关系为“主—主”合作关系。 
3．通过内涵更新和外延拓展，构建富有弹性的课程结构体系，在学校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现实
与未来的互动中，保持课程体系建设的动态适应性。在专业基础类课程设置上，强调“学科基础

 



性”、“内容的时代性”、“适度的深度和广度”和“合理的学时”。在专业课程的内容上，向
“前沿性”、“少学时”方向倾斜，由授课教师或教研组根据教学实际不断地补充新知识、新成
果，保证让学生能接受到最新鲜、最前沿的知识。 
   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教育理念、办学方略、教学管理、师资队
伍的建设、学生能力的发展等诸多方面。因此,不能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仅仅当作一种局部性、某
个细节的改革,而应从整体性的角度来对待这种改革,在实践中努力体现其全面性、全程性、全局性
以及发展性、动态性的特点(作者单位：淮阴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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