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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十三五”的到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把

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是大学推行一流梦想的根基所在和一流大学建设的艰巨任

务，也是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教育改革，在大中小学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

然而，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

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

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国的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

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

占14.9%。《2013年浙江省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

报告》披露：小学生常担心自己做错事情，感到焦虑、寂寞、

没人疼爱，抑郁、爱发脾气，甚至离家出走的现象越来越多。

2015年11月26日在线教育企业阿凡题基于其平台覆盖的中国

31个省市自治区、2000万用户、历时一年积累的《全国中小

学生学习压力调查》大数据报告显示，孩子挨打的原因依

次是，“不听话顶嘴占31%”、“做错事闯祸占20%”、“作业问

题占16%”、“成绩不好占15%”、“调皮淘气占8%”、“打架占

4%”。2015年吕红艳等人基于江苏省十二所高校进行的《博

士研究生创造性特征之内涵及现状》的实证研究表明，博

士研究生思维水平整体状况不佳，不足半数的博士研究生

认为自己创新思维较好，接近五成的博士研究生认为他们的

“灵感思维”水平较低或者没有信心，三成以上博士研究生

对自身思维水平评价比较低。

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不听话顶嘴、做错事闯祸、作业

未完成、成绩不好、调皮淘气就要挨家长的打，挨教师的批；

从小学开始就害怕犯错，中学开始就经不起挫折，大学上学

惧怕压力，博士创新思维不够；恢复高考以来的3300名高考

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见《上海教育》2011年12A期），那

么，谈何创新人才的培养，国家创新战略的进程就将受阻，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2013年8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体育在提高人

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

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2014年7月28日刘延东副总理在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

谈会上提出：“要把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重要突破口和切入点”。

体育竞赛是一种游戏，是在非暴力或控制暴力条件下，

按照一定规则，接受他人挑战，进行的竞争和拼搏。人类的

成就动机、自我需要在体育竞赛中得以满足。

我就是我  创新人才是具备独立完整的个性品质和高

尚情感的人，是敢于承认自己的人。清晰的自我意识，包括生

理自我、社会自我、自我认同、自我行动，对创新人才的成长

是十分重要的。现实生活中，那些长得英俊潇洒、出生富裕

的人往往自我估计过高，趾高气扬，而那些长得其貌不扬、

出生卑微的人往往自我估计过低，不敢正视自己。因此，创新

人才的培养，从根本上讲还要归结到人的自我意识培养上。

这正是体育教育所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论在学校

还是在社会，许多青少年缺乏追求卓越的愿望，他们自我感

觉在家庭和学校找不到值得投入的活动。但一旦投入到体育

运动中，他们往往立即兴奋起来，并自觉收获激情和理想。

体育运动，好比青年人成长的催化剂和助燃剂，催化梦想，

助燃激情。究其原因，是因为体育运动是竞争性的活动，不

论是个人单项运动还是多人集体项目，运动水平的高低、素

质修养的好坏、人格魅力的大小，都需要在竞争中通过自己

的情绪体现出来，通过自己的喜怒哀乐，展示出人的独立、

自主的本质力量，向世人宣示“我就是我”，以个性优势获得

社会价值；他们被吸引到比赛中——能力与努力的较量、争

取胜利的奋斗、对卓越目标的认同。“JUST DO IT（说干就

干）”,“IMPOSSIBLE IS NOTHING（没什么不可能的）”，

这些著名的体育商品广告语，正是体育活动从事者用于展现

自我、挑战自我的个性写照。王飞加等学者的“学校体育对

大学生自我概念影响的实证研究”一文显示，每周三次课余

训练组学生在生理自我、社会自我、自我认同和自我行动4个

维度上与普通学生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得分高于普通学生

组。杨剑等学者的“基于体育锻炼的阶段变化模型干预对

肥胖小学生自我效能、自尊及体重影响的研究”一文认为，

长时间体育锻炼干预能够有效提升肥胖小学生的自尊水平，

使其对体重控制持有更为正确的心态，做事情更加自信、积

极，促使其身心的良性循环发展。

败了再来 创新人才是有大无畏的进取精神和开拓精

神的人，是不服输的人。青少年时期人的可塑性大，内心充

发展学校体育，培养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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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矛盾，对外界环境敏感，寻求独立自主，但辨别力不强，

情绪复杂多变。而创新需要不断地探索，经受得起失败的

考验，要有一颗平常心。据《新京报》2014年6月29日报道：

2014年3月17日，中国科学院大学32岁博士生张东文宿舍毒自

杀，因“工作不能胜任，压力无处不在”；2014年5月4日报道：

2014年4月19日，中山大学硕士蔡洁挺因毕业延期、找工作受

挫自缢身亡。据《中国网》2014年8月25日报道：2014年8月20

日，阜新育才高中16岁高一女生王静薇因军训军姿不好被老

师扬言开除，被家长带回家后跳楼自杀。据《新华社》2014年

9月22日报道：22日凌晨湖南临澧一中高一学生游某和龙某，

感到学习压力过大，自身学习成绩与家长、自己期望值落差

较大，相约跳楼自杀。解决这样的问题，仅靠心理疏导是不

够的。通过体育运动可以使参与者学会调节和控制情感，保

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因为每一次参与运动就代表着一次尝

试、探索和学习。面对体育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成功和失败、

得意和挫折、赞美与批评，使参与者通过运动训练和竞赛逐

步学会了调控情绪，以平常心对待之，逐步学会并做到面对

挫折，屡败屡战；面对胜利，从零开始；面对不公，冷静理智。

“伟大不是世界第一而是再次跌倒后再次站起”。这句体育

商品广告语，揭示了体育运动就是在人为设置的“困境”中，

使参与者在克服和战胜各种内部（生理、心理）困难和外部

（对手、环境）困难的过程中，控制情绪、自我管理、超越自

我，败了再来，从而使自己在一次次的获胜中体验成功，在

一次次的失败中感悟挫折，在成功和挫折中提高心理调控

能力和道德水准。

看我的  创新人才是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较强的创造

才能的人，是善于表现自己的人。众所周知，人们生来就富

有创造力，往往是自己将自己束缚起来，不敢尝试一些更有

创造力的事。这就决定了人的创造性需要通过激励来振奋

和激发。而自我激励是激励的最佳状态，激励主体和激励客

体都不再需要他人的参与。只有当自我激励成功时人才能充

满激情地学习、工作和生活。诚如前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所言，

“工作是一种乐趣时，生活是一种享受！工作是一种义务时，

生活则是一种苦役。”而人只有对工作充满乐趣，享受工作，

充满激情，才可以展开自己想象的空间，创造创新。苦役般的

工作和生活是不会激发出激情和创造性的。在参与运动情

境中，由于参与者面对观众，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别人评价的

对象，他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个人和团队的荣誉，参与

者往往绞尽脑汁战胜对手，追逐成功的喜悦，千方百计克服

困难，避免失败的痛苦，在这一过程中，对自我激励的要求

比对其他情境中的要求更高，强烈的竞争意识、创造才能被

激发出来。“看我的”就是这一过程的真实写照。于智博在其

《“输”在起跑线上的哈佛男孩—个性化教育之路》一书

中的研究证明，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智商明显高于未参

加或极少参加运动的人；长期坚持体育运动者，其创造力及

各项能力的总体水平高于不爱运动的人。

没关系  创新人才是具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和良好的

科学道德的人，是具有社会意识的人。在目前我国的学校

中，独生子女居多，他们渴望与同龄伙伴交往，但当他们云

集在一起时又常会有矛盾和争吵出现，正是这种矛盾和争

吵，使他们在唯我独尊的“家庭”外学会了实现自我和关心

他人。体育运动恰恰可以有效加速这一过程。比如说排球比

赛，场上六个人，由于比赛规则要求位置轮转，每人只能击

球一次，某个人打得不好，其他人也不能让他靠边站，只能

鼓励他，帮助他。如果大家相互埋怨，不体谅别人的失误或

情绪，比赛很有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人们在排球场上听到的

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没关系，再来”。于是在参与排球活动的

过程中，人们学会了体谅与宽容，理解与互让。体育运动就

是这样按照一定规则开展的，参与体育运动必然使得青少年

更加懂得尊重体育比赛的规则，在一定标准框架内和周期

内完成目标，这使得参与者培养起规范的行为准则，在交往

中学会相互了解和协作，体验着被助与助人的乐趣。张彦的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影响的研究”一文表明，

参加体育锻炼的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明显高于不参加体育

锻炼的大学生；随着锻炼经历的增加，个人的人际交往能力

也在提高。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中要想创新和取得成就所必

备的素质。

综上所述，面对“十三五”创新发展对创业创新人才培

养的需求，学校体育可以发挥其独特的功能，起到其他学科

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它通过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自身的情感

体验，使学生提高智商和情商；在参与与逃避、个人与集体、

循规与投机的种种矛盾中，培养参与者坦荡开放、光明磊落

的道德主流；在表现、表演和竞技中，学会表现美、创造美和

鉴赏美；在实战考验中，懂得远离矫揉造作和粉饰媚态，使

学生在参与体育运动中学习知识、学会自立、学习社交、学会

探究、学会决策、学习创新，追求卓越。

钟秉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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