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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创新为灵魂，营造高校整体优化的生态育人环境，这个环境主要是：长期形成的学校的优良传统与校风 

学风和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以三峡大学为例，重点论述优化环境建设促进创新思想形成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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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创新，既代表一种实际的本事和能力， 

也反映一种精神和思想状态。后者 ，不能光 

靠说理教育就能形成，而主要依靠环境的熏 

陶与潜移默化的感染。本文以三峡大学为 

例，重点论述优化环境建设对促进创新思想 

形成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 

环境和氛围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在一个 

群体中人们互相影响可导致同化的力量。一 

个人置身于该群体，耳濡目染，日久天长，就 

会感染上共同的风尚与气质。因此，有意识 

培育、营造一个整体优化的生态育人环境对 

于形成创新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环境主 

要是：长期形成的学校的优良传统与校风学 

风和高品位的文化气氛。 

学校的传统是几代人积累传承下来的 

习惯力量 ，传统既有优秀的，往往也夹杂着 

一 些共同的缺点。我们所需要的当然是学校 

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在 100年的办学进程 

中形成了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的光荣传 

统。在治学上，她也继承着执著、宽松 、荷重、 

为先的优秀传统。这对养成创新精神是宝贵 

的财富。尤其是一个思想活跃 、学术 自由、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对鼓励创新有决定 

作用。《杨振宁传》中描写他的一位导师泰 

勒 ，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但也常发表错误意 

见，不过一经指出，就能改过。杨振宁对这位 

导师十分佩服，在他看来 ，“学术上有那么多 

的思想见解，纵然 90％是错的 ，但能有 10％ 

是正确的，就非常了不起!”这是一种多么宽 

厚的学者风度啊!正是从这样的环境中，创 

新思想和见解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高品位的文化环境既是一种氛围，也需 

要具体的物质条件。比如，校园整齐清洁，景 

致优美高雅，给人以自由舒畅、清新向上的 

感觉。而校内教学、管理和服务人员待人和 

善，和谐协调，办事干练，乐于助人，这就会 

激发一种积极上进的情绪，促使产生创新的 

意想。有一本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描写 

原子能科学家的故事。书中写到本世纪二三 

十年代一批原子能科学家在德国哥廷根大 

学带有 田园风光般的校园里边散步 、边讨 

论 、自由激烈争辩的情景，真是令人羡慕。这 

就是一个高品位的、富有诗意的、激发灵感、 

产生想像力的环境。 

1 生态育人环境是大学学术、文化、 

制度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生态育人环境反映的是一所大学的学 

术、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综合效应。学风是 

一 所大学的灵魂和精神，简单地说学风就是 

一 所大学的学术风气，是一所大学中治学 、 

读书、做人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决非一 

朝一夕之事，一种良好的学风的形成需要大 

力的倡导，也需要教师、学生、管理人员还有 

后勤服务人员共同的努力。中山大学黄达人 

校长说，学风是一所大学之所 以成为大学的 

根本所在 ，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气质 ，是一 

所大学的立校之本。以创新为前提 ，营造一 

种宽松的学术环境，营造一种优雅、自由的 

大学文化氛围，举全校之力创造一切条件让 

大学的老师专注于学问，让大学的学生专注 

于学习。使大学真正成为传授知识、创造知 

识 、物化知识 、辐射文化的重要基地 ，有了宽 

松、优雅的学术环境，必将有力地推动大学 

的学风建设。 

三峡大学作为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要 

培养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气质，必须通过校园 

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建设来完 

成。三峡大学定“求索”为校训，取义高远；是 

三峡文化特色的精华体现。“求”是寻求， 

“索”是探索，“求索”连用成词，源出屈原《离 

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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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是优秀的民族传统；求索是时代发展的 

需要；求索是三峡文化特制凝练的体现。求 

索是求真、求正、求是 、求实。无论是过去，现 

在，还是未来，求索永远是前进发展的动力， 

是成功胜利的支撑。三峡大学以水利水电和 

三峡文化为特色，多元融合，全面发展，正朝 

着“创建全国一流省属综合性大学”目标迈 

进。在前进的征途中，更需要“求索”精神的 

引导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科技之进 

步而努力。三峡大学的学子们 ，不惧艰难坎 

坷，以高洁的品行求索人生的真谛；在知识 

的海洋里 ，不怕风吹浪打 ，以坚韧的意志求 

索知识的奥秘 ；在科学的陡峭山路上 ，不畏 

劳苦，勇攀高峰，直至光辉的顶点。这正是一 

所大学精神的体现，通过培育校园精神，努 

力形成“爱岗敬业 、教书育人 、严谨治学”的 

优良教风，“热爱专业、勤奋学习、立志成才” 

的优良学风和“团结、求索、博学、奉献”的校 

风。学风建设是核心，有了良好的学风，必然 

带来良好的教风和校风。 

2 学风建设是核心 

学风就是学术建设之风。加强学术建 

设，要有利于浓厚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培养 

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有利于构成 

“学习研究型”的学术生态环境形成。学校要 

充分利用网络、报纸、广播 、橱窗等宣传阵 

地，开辟各类学术研究和专家学者风采专 

栏，举办各种科技论坛、人文讲座、发明创 

造、文学沙龙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形成人人 

爱学习 ．人人搞科研，学院与学院之间、部门 

与部门之间的学术竞赛活动，在广大师生中 

自觉形成以崇尚学术为荣的良好风气，促进 

科学合理的学科结构和鲜明的学科特色的 

形成。良好学风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需要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积淀，在继承优良 

传统，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 

合自身特色加以创新和发展，才能逐渐形成 

具有本校独特的风格。 

文化建设是基础。高校是传播先进文化 

的重要阵地。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源， 

也是社会进步的主导因素和引导力量。建设 

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创造具有时代特征和人民群 

众需要的精神产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 

神动力；就是要坚决反对腐朽、消极、颓废的 

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高层次、高品位、高格 

调的校园主流文化 ，不断满足师生的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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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需要；就是要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不 

断提高广大师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 

水平和校园文明程度，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 

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带动、促进作 

用。就是要积极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整合和 

弘扬先进科学文化资源，丰富和充实教育内 

容 ，在注重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教育的同 

时，努力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 ，不断提高 

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与此同时，广泛开 

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创造 丰富多 

彩、健康向上、形式多样的先进文化产品，满 

足不同层次师生的精神文化需求。 

有了先进的校园文化氛围，就能营造出 

一 代又一代的大师名家，培养出众多的大学 

骄子和有个性特色的人才。同样，有了浓厚 

的校园文化气氛，也能烘托出校园高雅的学 

术风气和人文情怀。 

3 制度建设是关键 

制度建设首先要把学校的办学思想和 

办学理念融人各项制度和规定之中。如：“以 

人为本 、民主办学 、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 ； 

“立足宜昌、融人三峡 、服务湖北、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办学定位；“拥护核心、坚定信 

心 、围绕中心 、凝聚人心”的指导思想 ；“科学 

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开门办学 、特色立 

校”的工作思路等等。这些先进的办学思想 

和方针必须靠各项制度的建设落到实处。通 

过建立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把学校党委和 

行政的意图融人其中，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 

辈出、宽松和谐的组织结构及制度环境。通 

过建立完善的“学分制”教学管理体制及其 

相适应的学生管理 、招生就业制度 ，形成与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和招 

生就业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干部人事分配 

制度 ，形成能者上、庸者下 、平者让 ，教师能 

进能出 、人员分类管理 、分配与德能勤绩密 

切挂钩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 

后勤服务体系，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制 

度，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的三 

育人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山水 、亭园、建筑 

及人文气息浓厚的校园环境，形成体现水 

电、三峡文化办学特色的生态园林式、国际 

化、信息化校园。有了完善的制度，科学的机 

制 ，优美的校园，再加上宽松和谐的人文环 

境，必将催生出学术、智慧之花，激发创新思 

维的产生。 

4 正确处理

系 

在以创新为灵魂，营造高校生态育人环 

境的同时，过份追求新和奇也是不可取的， 

必须正确处理好创新、继承与借鉴的关系。 

本文侧重叙述了环境可以启发人的灵感 和 

创新思维的发现 ，然而 ，创新更重要的是思 

想和观念的更新 ，高等教育必须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这不仅仅是就高层 

次创新人才而言，而且还包括数以亿计的具 

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高等学校必须 

把培养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贯穿于人才培 

养的始终。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 

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 

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 

而提出新问题和新的可能性，却需要有创造 

性的想像力。当然，创新应当和学习继承中 

华民族和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结合起 

来，也包括各个学校自身积累下来的优秀传 

统。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指出。他们之所以 

能比别人看得远，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 

上。只有在认真学习掌握前人优秀文化成果 

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同时，还要加强与世界 

各国及国内各重点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并借 

鉴世界各国和兄弟院校教育发展的先进经 

验，结合国情、校情进行丰富和创造，在互相 

学习、比较和借鉴中，进一步推动高等学校 

的发展和创新，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稳定健康 

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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