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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创新教育学》

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量。教育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传递和延伸，创新是教育的本质属性。《创新教育学》一

书提到，创新教育学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是-I'1新兴的、综合的、理论性和应

用性相结合的学科。创新教育学是研究创新教育现象乖Dg,J新教育问题，揭示创新教

育规律的科学。美国教育家布鲁柏克指出：“教育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它特别需要一
个路标来指导它的活动。路标最终指向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指导

思想，任何--1'7科学的研究都离不开哲学的理论思维和指导。同样，马克思主义哲

学也是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创新教育方法、技术和策略的前提和根基，它使我们

的教育创新触及教育的本真，直抵教育问题的实质。

从创新教育与个体发展的关系来讲，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形式，是以教师

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知识和情感的活动。教育的对

象是人，所以，要研究教育，就必须全面地了解人这个个体。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

观，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

样，也是按照自己固有的客观规律运动和发展的。只有探索个体发展的本质和规

律、掌握个体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和创新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才能真正了解教
育创新如何更有效的在个体中发挥作用，才能更有效地做好教育创新工作。 《创新

教育学》一书提到，创新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帮助

学生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培养学生健全完整的人格、培养学生创新的兴趣。具体

表现为探索求异的刻苦精神、求是求佳的创新态度、求实求新的精神追求、立志为

学的坚强意志、治学成功的笃实决心。创新教育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也是马

克思哲学的基本思想。体现在教育工作中，就是要发现个体间的差异特征和研究创新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做好

因材施教工作。
从创新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讲，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功能系统，创新教育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

物，与其相互促进，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因素制约着教育的发展，反之，

教育水平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水平。在政治上，创新教育能够培养大批人才，为政治发展服务。创新教育作为一种

全新的教育理念更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培养的人才也更符合社会新体系的需要。创新型人才的输入能够产生进步的

政治观念，从而促进政治民主化建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同时，政治决策也影响着教育体制改革，制约着创新教

育思想的发展。在经济上，创新教育培养的人才更具有先进性，掌握着新技术的核心知识，符合经济发展对劳动力

的需要，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推动现代知识经济的进步；经济发展也为创新教育提供了所需要的物质

基础和条件，从而左右着创新教育的培养内容和手段，促进和加快了创新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在科技上，创新
教育的提出有利于推动科技进步。由于创新教育是以创新能力和创造精神为重点的教育模式，它是实现科学知识再

生产的重要手段，并与科学技术相互补充，生产出新的科学知识；科技的发展也促进了创新教育手段、教育组织形

式的现代化发展，如网络学校、终身教育等成为重要的教学手段和教育理念。在文化上，创新教育有利于文化的交

流和创造，将不同的文化输入或输出，在交流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而文化又是教育的基础，为

创新教育提供了直接素材，成为学生学习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化发展水平越高，内容越丰富，发展速度越快，创

新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也就越高。 ．

总之，《创新教育学》一书通过对创新教育的本质、创新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创新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的

关系、创新教育制度、创新教学过程、创新教育的评价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建立起了创新教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作

者对教育创新工作多年研究的总结，对学校的创新教育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如新疆工程学院英语课堂教学
就借鉴了创新教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同时，《创新教育学》也对我国当代教育创新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

鉴和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冯心如／新疆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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