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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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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以创新思维培养为显著特征的创新素质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创新素质教育是实现

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纽带和平台”的新观念，“人才培养模式由目前的‘穿山甲’模式向‘刺猬’

模式转变”的新思路，完善了“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全面发展前提下的个性成才”的应用型高级专门

人才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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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ught on Talents Training Mode Based on Innovation Diathesi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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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conception is presented that the innovation diathesis education protruded with the innovation
thinking is the essence characteristics for higher education，and also the tache and flat roof of a harmonized development
for at present student's knowledge，ability and diathesis. The new thoughts of talents training mode from the “pangolin” to
the“hedgepig” at present have improved the application-type training mode of “specialt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student's individuation growth based on the all-a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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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知识、能力、素质是素质教育中的三要素，是相

辅相成的。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正确处理好知识、能

力与素质的关系，促进三者协调发展，是实施素质教

育思想的关键所在[1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的专业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倡导素质教育思想，不

能将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分割开来。从素质教育的教

育思想出发，高等教育应是更加注重人才素质提高的

专业教育，应将素质教育思想渗透到专业教育之中，

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高等教育中贯彻素质教

育思想，对教育教学过程中传授知识、培养能力都赋

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现行的教学模式

和教学方法也提出了挑战[2-4]。为此，需要思考 4个问

题：1）知识是永远学不完的，在大学应该学什么？ 2）
能力是多维的概念，大学培养什么能力才是最重要

的？才是带有根本性的？ 3）素质是个综合概念，大
学的素质教育重点（特点）在哪里？ 4）知识、能力、
素质三者协调发展的基础平台是什么？

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

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学生个性化成

才的需求，本文就高等教育如何促进知识、能力、素

质三者协调发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所需创新性人才

的培养模式作了初步的探讨。

1 创新素质

素质是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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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

理品质[1 ]。这是对“素质”一词经过几年来的探讨和

实践，被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一种界定。

为了在高等教育阶段把素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

在认识创造性机理的基础上[2,3]，提出了创新素质的概

念。创新素质是指以创造性心理素质为核心，以具有

显著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为特征，同时具备创造所需的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初步创造实践经验的一种高层

次的人的综合素质。可见，创新素质应是高等教育培

养的高级专门人才的综合素质的核心。

创造性心理素质是非智力因素，属于情商的范

围。它主要包括：强烈的创新欲望（永无满足感）、自

信心（创新成功的自信心）、敏锐的创新触角（对事物

要有敏感性，善于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闪光新思想）、

不怕挫折与失败的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科学的精神）、良好的与人沟通、交流和独立思考的

能力。

2 创新素质教育

创新素质教育是以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和初步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创造性心理素质的

形成为核心，以具有显著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为特征的

教育模式。它把培养创造性思维作为传授知识、培养

能力和提升素质的共同目标，以创造性思维作为知

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纽带和共同基础。创新素

质教育可以说既是一种教育思想，更是一种教育目标

和教育模式。创新素质教育要遵循创新活动规律和学

生创新素质形成规律，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基

础，也是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的新思路。

3 创新素质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人

创新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可促进我国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和相关培养环节的改革。

3. 1 促使培养目标的转变

从知识、能力并重转变为知识、能力、素质并重，

更注重素质的提升。

在传统的精英教育背景下，更多的是注重对学生

知识、能力的培养，素质的提升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

潜在意义，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中忽视了对培养对

象素质提升的要求。这种情况在精英教育中能保证高

等教育的培养质量，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对

培养对象本身素质的提升成了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

创新素质教育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培养并重，更注

重培养对象自身素质的提升。

3. 2 促使培养模式的转变

从知识、能力、素质相对独立的培养模式转变为

以创新素质培养为核心和纽带的知识、能力、素质协

调发展的培养模式。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历史是从

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到知识与能力并重的培养模式，再

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模式。知识、能

力、素质的培养变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至今，知识、

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只是设为了培养目标而未成为

培养的现实。创新素质教育强调培养创造性思维作为

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升素质的共同目标，以创造

性思维作为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纽带。因此，

创新素质教育成为了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协调发展

的共同基础平台，使我国高等教育实现知识、能力、素

质协调发展的培养目标成为现实。

3 .3 促使人才培养方案的转变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不追求知识、能力体系完整

性的完美。压缩课内学时，留下学生自主学习、自主

发展的空间。

如图 1 所示，如果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分为已知
和未知两部分，并表达为圆内和圆外的关系，在已知

一定的情况下，圆的表面积（周长）是最小的，也即

接触的未知是最少的。

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传统的做法是在有限的

时间内，尽量争取该专业学科体系、知识结构、能力

要求的完美，如同穿山甲在遇到危险时尽量卷成球形

来保护自己，因此称此传统模式为“穿山甲”模式。创

新素质教育则是以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和初步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如图中虚线表达的圆），强

调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为特征的教育模式。在制订人

才培养方案时，采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全

面发展前提下的个性成才”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

培养模式；设若干柔性专业方向，学生自主选修专业

方向；压缩课内学时，留下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

的空间；减少必修课学时比例，增加选修课学时比例，

增大学生知识结构交叉的可能性，鼓励学生个性成

才。这如同刺猬遇到危险时，树立全身的刺以防卫敌

人的攻击，故称之为“刺猬”模式。“刺猬”模式较之

才培养模式的影响

图 1 培养模式示意图

Fig. 1 Sketch of the educational pattern

 “穿山甲”模式                                                         “刺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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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模式具有更多的表面积，学生接触的未知世

界更多，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能力。

3 .4 促使课程教学大纲的转变

课程教学大纲制订不追求知识系统性的完美。压

缩单科课程学时，留下开出涉猎最新社会科技发展成

果的课程空间。

课程教学大纲是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体现。

在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上，同样“刺猬”模式较之“穿

山甲”模式更能体现创新素质教育的要求。制订课程

教学大纲时不追求学科知识系统性的完美，在完成基

本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较易自学和延伸性的内容，

教师在课内可只作引导性的提示，具体内容由学生在

课外自学或选学。其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处理

问题的思维方法上，而非具体知识点的掌握上。

3. 5 促使教学模式的转变

以课堂为主、教师为主转变为课堂内外都是师生

共同探索科学方法、追求真理的教学活动。

创新素质教育强调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指导

学生课外自学和创造实践活动中都应加强学生创造性

思维能力的培养，要为学生提供自由想象的空间，提

倡学生的求异思维和逆向思维，提倡学生独立思考，

使学生能在积极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创新素质教育即是实施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课外自

学与实践都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创新思维、掌握学

习方法的过程的三元一体的教学模式。

对学生来说，课外是比课堂大得多的天地。学生

的课外自学和实践都应纳入教师的教学视野和培养方

案的考虑范畴，亦即培养方案制订的指导思想和教师

的教学视野应想方设法把学生的眼光引向图书馆、实

验室，引向那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要让学生知道，生

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

3. 6 促使教学方法的转变

从注重知识的传授转变为注重分析解决问题的方

法的培养，更注重思维方法的培养。

大学生的学习过程应该是一个创造性学习的过

程。创造性学习和模仿式学习的区别就是“知其然而

知其所以然”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孔子说：

“学而不思而罔，思而不学则殆。”学生学习应该“学

思并进”，通过提问、思考、探索和实践，进行创造性

学习。在“知其所以然”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创造性思

维的能力。教师的教学重点应从“知其然”转向“知

其所以然”，教学方法应从传授知识为主转向认识科

学本质、训练创新思维为主。要竭尽全力去肯定学生

的努力，去赞扬学生自己思考的结论，去保护和激励

学生的所有创造欲望和进行的尝试。

4 结论

创新素质教育是高等教育培养知识、能力、素质

协调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核心。创新素质教育可以

说既是一种教育思想，更是一种教育目标和教育模

式。高等教育的生产性最根本地应体现在培养创新性

人才上，大学的其他任务与功能都是通过创新性人才

能量的释放予以实现的。大学搭建创新素质教育平

台，找准高等教育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

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的基础平台，是大学教育的

本质特点和基本功能的内在逻辑要求。

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劳厄（Laue）说过：“重要的
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教育无非是一切

已学过的东西都遗忘的时候，所剩下来的东西。”“所

剩下来的东西”，即思维能力，也就是一种创新素质，

它是终身受用的。对创新素质教育而言，知识的学习

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创新

思维、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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