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实施素质教育 发展知识经济 

文/伊 松 付春红 

   一、要培养青年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也是素质教育基本出发点。创新教育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创造力是
创新人才的根本标志。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认为:“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与三流人才
的主要区别。”作为知识经济的主体，强调的不仅仅是对过去及现有知识的继承和集聚，掌握和应
用，而且是使知识以不断地更新、以期推动经济的发展。未来的知识经济的竞争，取决于知识经济
主体的知识更新和创新能力。因此，目前教育改革中强调的知识进步、知识创新意识的培养是充分
必要的，是符合知识经济要求的教育新观念，新举措。首先，在进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实施创新
性教学,通过创新性教学，不仅有效开发学生的潜能和促进个性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训练创新性思
维.创新性思维是获取新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关键。其次，重视现代教育教学新技术的使用，使新技
术真正成为所有学生乃至所有知识经济主体获取新知识的手段，重在培养运用新技术获取新知识的
能力，而不是仅仅作为教学条件现代化的物质标志。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当代社会已进人信息社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
期在不断缩短，产业调整的步伐逐渐加快，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都极具
挑战性，因此要求人们要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创造。新时代强烈呼唤培养富有创造精神的敢
于拼搏、善于竞争，具有独创性特点的新型人才。开发人的创造力、挖掘人的创造潜能成为当今世
界教育的主课题。纵观国内外有关素质教育的研究，其共同的趋向是重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比如，美国提出的教育口号就是重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培养具有独创性精神的人才。因为
“急剧变化”是当今社会的显著特征，，“创造力”已经成为人们适应社会急剧变化的一种“生存
能力”，也是人才的价值所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将大学教育的着重点从继承性教育转 
变为创造性教育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创造性思维的实质是指主体综合各方面信息，形成一定的目标，进而控制或调节客体产生有社会价
值的、前所未有的新成果的高级思维活动过程。个体在创造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采用新颖独特的解
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既可表现为个体的一种新设想、新理论，也可以表现在个体的一项新技术、新
工艺或新产品上，创造性往往体现出个体创造活动的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社会价值是指对人类、
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个人价值则是指相对于个体发展有意义，而非简单的模仿或再造。具有
创造性的人能按照新的思维方式对所见所闻加以重新组织，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和书本上条条框框
的限制，排除他人意志的制约，产生独出心裁和不同寻常的反应，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
法，创造性思维主要由好奇心、求知欲、独创性、自信心、进取心、勇气、恒心等因素构成，而独
创性是创造性思维中的核心因素。 
   二、要培养青年具有对多种知识的综合及多元文化的融合能力 
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综合性、整合性，是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作为工业经济的
主体，强调知识的分类，重视某一领域学科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即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专门人才。
这是由工业经济的技术基础决定的。50年代初，我国按照苏联的专才模式，大规模地调整、改造了
旧中国的教育重点、发展各类中等和高等专门学校(院)，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
但由于大批青年从高中起便文理分班，墙养的人才技能单一，知识的狭窄，缺乏社会发展和科技进
步的后劲，尤其难以培养出知识经济所需要的创造型人矛J作为知识经济的主体，强调的不仅仅是
对某一方面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而是对各类知识系统地掌握、融会贯通、互相渗透、综合运用，有
牵引能力。这是由知识性基础决定的。因此，目前基础教育改革中强调的基础知识的整合性，高等
教育改革中强调的人才通识化，素质综合化的改革，不仅十分必要，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临近，
必须加大力度，加快步伐。 
三、注重青年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人、关于人的精神、文化、价值等方面的教育,它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往往
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人文精神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自我完善所需的美好的
精神要素,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基础作用的品质,包括人类对完善自身的追求以及对真、善、美的
追求。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体现和升华。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人们
旧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切对现行教育提出新的挑战。社会教育不仅要使青
年学习如何做事，而且要使他们学习如何生活使学生的身心得到更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尤为重要。

 



我们要培养教育青年具有民主与法制的观念，有责任感，文明礼貌，宽容和尊重他人，具有全球意
识，竞争意识和效率观念，具有健全的人格，我们要教育青年学会关心，要关心人，关心集体，关
心我们的国家强盛和民族兴旺，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进而关心我们生存的地球上的环境等问题
（作者单位：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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