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创新成为师生共同的精神品质

文 张志敏

创 新是不断推进人类文 明和社会进步的原动 善于独立思考 、 勇于理性反思 。 反思我们的传统教

力 。 人类拥有 了创新精神 ， 就仿佛掌握 了普罗米修 育 ， 由于过分强调统
一性 ， 忽视或者抑制了学生批

斯手中 的生命之火 ，
点燃了人类的智慧之光 ， 推动 判性思维的发展 ， 培养的学生

“

唯书
”

、 唯师
”

、

“

唯

社会形态不断进步 。 创新 ，
就要站在

一个更高的层 标准答案
”

，
严重缺乏独立思考的魄力和能力 ， 学

面上审视历史与现实 ， 进行理性分析和解剖 ， 以期 生不能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 这种传统教育的弊端就

发现问题 、 解决问题 ， 进而创造新的事物 ， 来推动 是极大地扼杀 了学生积极的思维创新能力 ， 严重地

社会发展 。 创新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创造者必须具备 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 所以 ， 亟需广大教育

思想 、 人格和精神的独立性 。 创新精神充分地体现 工作者转变人才观和质量观 ， 深刻认识培养创新人

了继承性与革命性 、 批判性与建设性的髙度统
一

。 才的重要性
， 不墨守成规 ， 尊重学生创新的权利 ，

笔者以为 ，
有责任的学校教育除了 培养学生应 大力培育学生创新的精神 。

该具有体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人格素养和基于学科 当今社会正处在思想大解放 、 实践大松绑的时

知识的通识素养之外 ， 还应该关注学生创新素养的 期 。 社会的急剧变革 ，
必然对中学生的思想观念带

培育 。 因为 ，
创新素养不同于

一般意义的通识素质 ， 来 巨大冲击 ， 这种冲击是全方位和深刻的 。 青年学

它更 多的是关注生成性的学习能力和创造性的实践 生正处于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

才能 。 因此 ， 创新活动所包含的丰富内 涵和积极意 又处于生理发展的特定阶段 ， 所以表现出非常强烈

义远远大于教育本身 。 的独立意识 。 他们 自 诩是
“

新新人类
”

， 以冷峻和

、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思维的
“

引 擎
”

入

种年轻人所独具的不成熟的思维特点 ， 有时会造成

一个人素质 的发展依赖其认知结构形成的水 他们认识问题的片面甚至谬误 ， 从而影响他们形成

平 ， 而认知结构的形成主要依靠大脑对外界信息的 正确的
“

三观
”

。 因此 ， 由 于社会变革和学生身心

加工质量
， 信息加工的 质量又主要依赖于大脑皮层 发展这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 造成了 中学生思维品

的思维功能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质结构的不完整性 。 所以 ’ 我们必须重视学生中 普

作为认知结构的一部分 ，
对于促进人的个体素质的 遍存在的

“

批判幼稚
”

的现象 ’ 提升他们理性思考

全面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 所以 ， 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的能力 ’ 培养他们科学的批判精神 。 教育工作者有

应该具备缜密而又开放的思维品质 。

一个人思维品 责任帮助学生树立
一

种建立在理性思考基础上的 、

质的基本要素包括思维的广阔性 、 批判性 、 深刻性 、 科学的批判态度 。科学的批判精神基干理性的思考 ，

灵活性和敏捷性 。 这些要素构成了思维品质的基本 绝非简单的拒绝或否定 。 如果失却 了理性的思考 ，

结构 。 毎一个基本要素在思维的过程 中发挥着不同 一个人很容易迷失方 向 ’ 就会陷入迷茫 ’ 继而产生

的功能 ， 并互相作用 。 创新人才最为显著的思维特 行动的盲 目性和随意性 。 其实 ， 在科学理性面前始

征就是他们的批判性 ’ 突 出表现为敢于质疑权威 、 终不存在终极的真理 ’ 不存在绝对的权威 。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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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女儿要求他填写的
一

份调査表中 ， 把
“

怀疑一 识积累 ， 有了
一

定的人生阅历 ， 特别是到了高中阶

切
”

作为 自 己最喜爱的座右铭 。 马克思所言的这种 段 他们的社会主张和人生主张逐渐表现出个性化 ，

“

怀疑
”

， 绝不是建立在虚无主义意义上的怀疑 ， 而 也逐渐形成独立人格倾向 。他们有强烈的 自我意识 ，

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对掩盖事物本质的假象提出的 不盲 目依附别人 ， 不随波逐流 ， 往往以 自 己独特的

怀疑 ， 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事物的真相 ， 探求 视角来审视社会 ， 审视父母和师长 ， 总是喜欢以一

事物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 。 怀疑的过程就是发现问 种思维的
“

反定势
”

来看待问题 、 认定是非 。 在行

题的过程 ， 发现问题的 目 的在于解决问题 ， 解决问 为上 ， 他们往往缺乏情绪控制的能力 ， 难以摆脱和

题的 目 的在于使事物的发展形态更加完善 。 消除焦虑状态 ， 容易说出
一些过激的话语 ， 做出

一

批判性的思维品质可以左右
一

个人对事物判断 些冲动的行为 。 在 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 常常会

的准确性 ， 同时还会影响到其他思维品质的良性发 出现师生对立的情形 ， 即
“

你说对 ， 对也不对 他

展和综合思维能力的形成 。 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是 说对 ， 不对也对
”

。 有鉴于此 ， 我们必须加强正面

思维的批判性 ， 因为这种思维品质是探究问题 、 发 的教育和引导 ， 教给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 教

现问题 、 解决问题的基础 ，
也是创新的前提 。 中学 给他们科学的批判方法 提高学生 自我感知的能力 。

阶段是一个人思维品质结构不断完善的关键阶段 ， 科学的批判方法应该建立在具有高尚的道德观念和

所以教师要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 ， 培养学生 鲜明的是非标准的基础之上。 尊重事实 、 服从真理

构建完整的思维品质结构 。 当然 ， 在强调完整性的 是健全人格的精髓 。 因此 ，
我们在鼓励学生敢于怀

同时 ， 更要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 为培 疑、 敢于批判的同时 ， 更要培养学生理性客观的思

养创新人才奠定思维品质的基础 。 维品质 。 无数事实证明 ，

一

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除

—

了具有酔働个 外 ， 还应该具有社会公共道德基
— 、 娌符 人格疋别新人格 利镝

准 ， 这样才能避免因为人格的偏差而走向极端 、 狭

综合各种文献呈现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 ， 社会 隘或偏执 ， 以至于危害社会 。 造成学生容易极端、

性 、 整体性、 稳定性和独特性是体现
一

个人人格的 狭隘、 偏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除了学生主观方面

四个基本特征 。学校教育既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 的因素 ，

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对中学生群

体现人格养成中的社会性 、 整体性和稳定性的协调 体的了解还较浅 ， 研究还不够深入 ， 现实生活中学

发展 ， 还要发展学生的个性 ， 培养学生人格素养中 校和家庭更多的是关注他们的学业发展 ， 而对他们

的独特性 ， 也就是独立人格的养成 口 因为 ，

一

个具 心理品质的缺陷缺乏足够的重视 ， 也缺少有效的教

有创新精神的人首先是
一

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 ， 同 育方法。

时也必定是
一

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 所谓健全的人 作为教师和家长必须研究当代青少年学生的身

格 ， 是指人们为 了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理 心特点 ， 特别是要加强心理疏导 。 宽容和豁达是现

想的人格模式 ，
是知 、 情 、 意 、 行和谐发展的结果 。 代社会健全人格必不可少的心理特征 。 任何人都处

健全的人格表现为具有 自信 、 独立 、 自尊 、 创新 、 在
一定的生活空间 内 ， 客观世界影响着人的心态和

进取 、 宽容 、 豁达等特征。 人格健全的人具有实事 性格 ， 人格健全的人具有髙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很强

求是的科学精神 ， 他们在情绪控制 、 自 我感知、 自 的 自控能力 。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创新人才的基本

我激励和认知他人 、 认知社会等方面表现出 良好的 价值标准 ， 因为任何的创新活动都应该体现全社会

心理品质 。 这些表征是
一

个人走向成熟完善的标志 。 共同的价值观 。 人不可能孤立生存 ， 人的发展也不

中学生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期 ， 健全人格的培 可能是纯粹的个人行为 ， 而是与他人 、 群体密切相

养显得尤为重要 。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有了
一定的知 关的社会行为 。 因此 ，

一

个人的行为就应对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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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体负有责任 。 这种责任感既有对国家 、 对集体 前提下 ， 敢于
“

标新立异
”

， 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事

的社会责任心 ， 也有关心他人 、 帮助弱者的同情心 ， 物 ， 推动社会进步 。 因此 ，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 ，
创

还有对亲人 、 朋友应有的亲情和友爱之心 。 总之 ， 造性的思维能力远比知识更为重要 。 要培养学生的

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 除了具有丰富的学识和超 创新精神 ， 就必须鼓励他们不迷信 、 不盲从 ， 养成

常的思维品质以外 ， 健全的人格是不可或缺的 。 独立思考的 习惯 ， 在批判中吸取 ， 在批判中集成 。

从 丄坡
，

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 ’
必须在教育活动中树立师生

二 入 皿胃入
平等擁念 舰絲 、職舰輕

’

目 ， 鼓励学

学校教育 肩负着为培养创新人才打好扎实的科 生发表 自 己的独到见解 ， 保护学生进发出来的思想

学文化知识基础的重任 ， 同样也肩负着为未来社会 “

火花
”

。 当然 ， 我们要教育引导学生不能单纯地为

培养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 。 这就要求我们去思考如 批判而批判 、 为求异而求异 ， 不能以为凡是
“

标新

何在中学阶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 。 在创新的过程 立异
”

的东西就是创新 。 要让学生明 白 ， 创新的 目

中十分强调创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基础 。 髙度 的在于造福人类 ， 创新的原则是遵循客观规律 ，
而

的社会责任感是一切创新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 不是随心所欲 ， 创新的过程是以批判的眼光对旧事

动因 。 所以 ， 我们必须告诉青少年学生 ， 任何创新 物进行分析 ， 变革旧事物中的不合理和不科学的成

的成果都是
一个人贡献于社会的产物 ，

创新者必须 分 ， 而不是泼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 。

把创新成果的社会性和合理性看成是创新的第一要 再则 ， 教师要大度包容学生的
“

批判 幼稚
”

。 保

义 。 也就是说 ， 创新成果必须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 护学生批判的积极性 ， 这就如同一个虚怀若谷的人

有利于人的发展 ’
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 。 如此 闻过则喜

一

般 ’

一个民主健康的社会也应当包容人

说来 ， 批判必须持
一

种高度负责的精神 ， 而不是单 们对它的批判 。 虽然有的时候学生的批判行为会导

凭主观的瞭想和随心所欲的盲动 。 致教育活动的不顺畅 ， 造成教师教育行为的尴尬 ，

首先
，
教师要确立创新人才培养的新理念 。 每 甚至可能会伤及教师的尊严 ， 但作为教师应当首先

个学生都可能成为创新者 ， 区别只是在于创新成果 肯定学生的批判精神 ， 包容学生批判的缺陷 ， 并

的大小和创新领域的宽窄 ， 关键在于教师的教育和 要适时地给予引导 ， 逐步培养他们科学的态度和方

引导 。 众所周知 ， 民主 、 科学的批判活动可以不断 法 ， 从而使学生形成真正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 。

地革除旧思想的弊端 ， 创造新的思想 。 积极的创新 综上所述 ， 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 ，
学校

思维可以激励人们去想前人不敢想 、 做前人不敢做 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为了让新
一

代人学习并掌握前

的事情 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 向前 人的知识和经验 ， 还应该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发展的 。 可以说 ，
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 ， 同样没有 和实践能力 。古人曾说 ：

“

师异道 、 人异论 ，百家殊方 ，

继承也没有创新 。 创新是对历史的
一

种积极的批判 指意不同 。

”

何况如今社会 日新月 异 ， 更需要
一

大

和继承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缺乏科学的批判精神必 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可

然阻碍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发展 。 因此 ， 培养学生的 以断言 ， 学校和教师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 ’ 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社会的发展积累 创新素养 ， 那么 ， 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只能是
“

跟
”

实施创造性劳动的潜在力量 。 以创新为 目 的 ， 以实 着别人走 ，
而不能

“

领
”

着别人走 。

践为基础 ， 是培养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 。 创新精神 我们希望创新发生在每
一

位师生的身上 。

能够充分体现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
（ 作者 系 上海市格致 中 学校长 、 上海市特级校

其次
，
教师要培养和保护学生的创造实践。 创 长 ，

上海 ，

新的本质是激励人们在尊重事实 、 尊重客观规律的 本栏责任编辑 余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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