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于大学人对这一理念的信仰性、价值性与意义

性的觉解，即这一理念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在大学

人的精神与实践中成为信仰、价值、意义之存在。
“创造的教育”理念之信仰、价值与意义的存

在性，不 仅 是 理 论 的，更 是 实 践 的。创 造 的 本 性

在于实践 性。马 克 思 在《关 于 费 尔 巴 哈 的 提 纲》
中关于实 践 有 着 经 典 的 阐 释：“环 境 的 改 变 和 人

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

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２］５００在这个意义上，“创造

的教育”理 念 首 先 是 教 育 环 境 的 改 变，把 脱 离 教

育创造 本 性 的 环 境，改 变 成 符 合 教 育 本 性 的 环

境；其次是教 育 活 动 的 改 变，从 注 重 结 果 走 向 关

注过程，从注 重 演 绎 走 向 关 注 归 纳，从 一 味 接 受

走向反思批 判；最 后 是 大 学 人 的 自 我 改 变，环 境

的改变和 人 的 活 动 的 改 变 最 终 还 是 要 在 人 自 身

体现出来，大学人本身在实践中激活与生成教学

与研究的创造性。通过这些改变，使大学葆有或

重新获得教育的创造性活力。
大学的创造性实践是大学人践行“创造的教

育”之理念 的 现 实 途 径，也 是 大 学 管 理 与 发 展 的

自主权最 为 重 要 的 内 涵。大 学 的 自 主 权 其 实 质

是大学自由创造的责任与义务，由此推及到一流

学科建设 自 然 是 激 活 大 学 及 其 学 人 一 流 的 创 新

创造性。“创造的教育”之理念，之于大学自主权

的落实与 一 流 学 科 建 设 的 实 践 具 有 针 对 性 的 现

实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的自主权与大学秩

序并不矛盾，不 必 过 于 担 心 有 伤 规 范，亦 不 必 过

于强调监管。因为自主权意在自由创造，而不是

自由主义。换句话说，创造永远不是规范与监管

的对象。创造的权利不是支配性的权力，而是思

想与智慧的自我与自主。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的

自主权是 受 权 力 护 佑 的 创 造 权。实 现 自 主 权 不

在于事实，而在于创造性价值的追求。这是当代

中国大学走向未来的梦想，追寻这一梦想的精神

与实践，可能生成一流的学者、学科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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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的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是

在高等 教 育 阶 段 才 能 开 展 也 应 当 开 展 的 教 育。
一般来说，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中既包含知

识和技能方面的内容，也包含创造能力方面的内

容。当今的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基 本 上 是 将 创 造 能 力

方面的目 标 纳 入 以 知 识 和 技 能 为 中 心 的 教 育 目

标建构 起 来 的 教 育 体 系 之 中 的。“创 造 的 教 育”
蕴含着理解高等教育的新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

思维方式展开的教育实践，将会建构起新的教育

体系，即把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目标纳入以创造能

力的培养为中心的教育体系。

一、“创造的教育”理解教育目标的新思维

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无论是以传授知识还

是培养技能为目标，都是实体性目标。实体性目

标总是难 以 解 决 不 同 教 育 观 念 中 教 育 目 标 的 二

元对立甚至多元对立，因为不同的实体性目标之

间难以共存，必然造成非此即彼的纠结与争论不

休。创造性 人 才 尽 管 从 人 才 方 面 来 说 仍 是 实 体

性的目标，但 是 这 种 人 才 不 具 有 知 识、技 能 等 实

体性指标的属性，而具有创造性这种非实体性的

属性。创造性作为目标之所以是非实体性的，根

本在于这 种 属 性 的 不 确 定 性。在 创 造 的 成 果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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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来之前，是无法预知由谁、在何时何地、在

哪个领域、创 造 出 什 么 的，如 果 能 提 前 预 知 那 就

不是创造 了。尽 管 创 造 性 的 成 果 是 不 能 确 定 的

预期，但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却应以创造性的培育

作为长远 的 目 标。正 如 哈 佛 大 学 校 长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２００２年 在 北 大 演 讲 时 所 说：大 学 应 该

高瞻远瞩，诱 导 培 育 新 的 发 明，发 展 可 能 影 响 深

远的思想，哪 怕 等 到 这 些 发 明 和 思 想 开 花 结 果，
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

创造性的 非 实 体 性 决 定 了 创 造 性 的 培 育 不

同于知识、技 能 的 传 授 与 培 养，无 法 按 照 确 定 的

指标来衡量。但是，创造性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属

性，而是 要 以 知 识 和 技 能 为 基 础。因 此，以 创 造

性的培育 为 教 育 目 标 不 是 不 考 虑 知 识 和 技 能 的

教育与培养，而 是 不 再 以 知 识 和 技 能 为 目 标，知

识和技能 作 为 支 撑 创 造 性 的 条 件 已 经 蕴 含 在 培

育创造性的 目 标 之 中 了，这 就 解 决 了 以 往 知 识、
技能等实体性目标之间的对峙甚至冲突，实现了

以创造性统摄知识与技能的目标整体性。

二、“创造的教育”理解教育过程的新思维

以学校为 载 体 进 行 的 教 育 活 动 一 般 来 说 是

在一段时 间 内 围 绕 一 定 教 育 目 标 展 开 的 教 育 过

程。在有限 时 间 内 所 要 完 成 的 某 种 教 育 目 标 通

常以明确的结果进行衡量和评价，这样的目标与

结果通常是重合的，整个的教育过程都是以如何

更好地达 到 结 果 进 行 设 计 和 展 开 的。在 追 求 确

定的实体性教育结果的教育中，教育结果自然是

教育活动围绕的中心，教育过程是达到教育结果

的手段。这 样 看 来，教 育 过 程 与 结 果 是 统 一 的，
教育结果通过教育过程实现。然而，教育结果的

确定化，使得教育过程成为一种手段。当教育过

程作为 教 育 结 果 的 手 段 时 就 不 会 是 唯 一 手 段。
因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可以采取自学、校外补

习等手段，甚至考试作弊等等。高等教育的结果

性目标并 不 仅 仅 体 现 在 教 育 时 段 内 可 以 用 确 定

的指标衡量的结果，如考试成绩、证书、毕业论文

等，更 重 要 的 是 学 生 在 心 理、情 感、思 想、学 习 能

力、创造性、道德、人格等难以用确定的指标衡量

的方面的成长。这些方面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

这是比成绩等实体性结果对人的影响更深远的。
如果高等教育只以传授知识为目标，那么大学是

没有必要存 在 的，完 全 可 以 通 过 开 办 学 习 班、辅

导班甚至 自 学 解 决 学 习 知 识 的 问 题。正 是 由 于

高等教育 从 教 育 结 果 上 是 确 定 的 结 果 和 不 确 定

结果的统一，高等教育的过程才是必要的和重要

的，教育的结 果 和 教 育 过 程 才 具 有 整 体 性，不 同

大学的个性、风格及文化才会对教育的过程和结

果都产生实质的影响。
高等教育 的 过 程 既 包 含 作 为 一 段 特 殊 生 活

历程意义上的过程，也包括作为直接的教育活动

的过程。创造的教育由于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也

就无法以结 果 为 中 心 展 开 教 育 过 程，相 反，要 在

结果的不确定中收获更多更好的结果，就必须重

视过程。但是，对过程的重视并不能用以往对待

结果的方式来对待，也就是不能用力过度地抓过

程，不能对过程进行严格的监控和规范。这是因

为过程 是 学 生 成 长 的 过 程，学 生 的 自 主 性 是 中

心，注重过程 就 是 要 让 学 生 发 挥 主 动 性、能 动 性

和创造性，而不是束缚和干涉。从学生的整个大

学生活来说，就是自由、自主成长的过程，从学习

方面来说，就是学生真正自主学习的过程。在这

样的过程中，学校就是要给学生一个自由成长的

空间，对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激发探究

问题的兴 趣 提 出 要 求。这 种 注 重 过 程 的 教 育 也

要求学生掌握知识具有技能，只不过这些具体的

结果主要不是通过教师的教来完成，而是通过学

生主动地 学 来 完 成。创 造 的 教 育 改 变 了 以 往 以

知识和技能为目标的教育过程，在以激发学生的

创造性的教育过程中，学习知识与提高技能是以

学生的成长，特别是创造性的发现与提升为目标

的。这样，学习知识与培养技能就不再是以自身

为目的的活 动，而 是 贯 穿 在 教 育 过 程 当 中 的，教

育的过程 也 从 以 学 习 知 识 为 主 转 向 以 探 究 问 题

为主，学习与探索就成为教育过程的整体。

三、“创造的教育”理解教育主体的新思维

以创造性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教育，其教育主

体是多元主体，而且这些主体是不同意义上的主

体，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整体和谐的关系。从教

育目标来说，学 生 是 主 体，整 个 的 教 育 应 当 以 学

生的成长为目标，但学生主体不是学生想怎样就

怎样，而是 要 按 照 教 育 目 标 发 挥 自 身 的 主 体 性；
从教育过程 来 说，教 师 是 主 体，教 师 具 有 指 导 和

引导作用，学生的自主性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发挥

和实现；从教 育 管 理 和 服 务 来 说，行 政 部 门 是 主

体，但不是指 挥 棒，而 是 为 师 生 提 供 更 好 的 环 境

和条件。各种主体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服从

共同的 目 标，即 学 生 的 成 长。在 共 同 的 目 标 之

下，各种主体才能发挥各自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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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体 不 仅 使 学 生 在 教 育 过 程 中 的 活 动

发生了 改 变，教 师 的 教 学 活 动 也 相 应 地 发 生 转

变，教师不再 以 传 授 知 识 为 主，而 是 带 领 和 引 导

学生展开探究性的研究活动，在让学生在研究当

中学习知识提高技能，教师的学术研究也不再是

与教学分离的单独的工作，而是和学生的探究活

动一同展开，从而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协调互动。

总之，“创造的教育”中蕴含的高等教育新思

维，从总体上说是符合高等教育本性的整体和谐

思维方式。把这种思维方式贯彻到教育实践中，
能够解 决 师 生 的 分 离、教 师 的 教 学 与 科 研 的 分

离、学生学 习 知 识 与 提 高 创 造 性 的 分 离 等 问 题，
也能够真正实现培养出既有知识和技能，又有创

造性的高级人才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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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时代，创造性人才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

的首要需 求。教 育 作 为 培 育 和 塑 造 人 的 特 殊 的

生命活动，理应是一项最具有创造性的事业。如

何以教育的方式，守护和唤醒人的创造的生命本

性，为人的生 活、人 的 发 展 与 人 才 的 成 长 真 正 敞

开可 能 性 的 空 间，已 经 成 为 这 一 时 代 的 重 大

课题。

创造是人的生命本性，是人之为人的自我生

成和自我 确 证 的 存 在 方 式。教 育 活 动 在 本 质 上

并非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活动，它要从根本上唤醒

和激发人的生命的创造潜能，为人的自由解放和

全面发展 敞 开 新 的 可 能 性。就 教 育 的 本 真 目 的

而言，教育 的 要 义 在 于“去 蔽”，即 是 要 解 除 一 切

遮蔽人的存在本性的东西，使人倾听和领会存在

的真理。因此，教育活动本身就应当是最具创造

性的生命活 动，它 要 立 足 人 的 创 造 的 生 命 本 性，

以教育的 创 造 性 守 护 和 唤 醒 人 的 沉 睡 着 的 创 造

性，从而培 养 出 具 有 自 由 个 性 和 创 造 力 的 人 才。

创造是对 庸 常 生 活 的 超 越。就 人 的 日 常 的 存 在

而言，他总是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之流中不断地

重复和展开自身的存在，以便使存在得以维持和

延续下去，这 是 存 在 得 以 保 持 自 身 的 基 本 方 式。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存在是平凡的，每个

人都毫无例外地具有平凡的性质。但是，人之所

以为人，又总 是 要 为 自 身 的 存 在 注 入 意 义，从 而

实现平凡的超越，也就是力求把自己的平凡生活

创造为一 种“不 凡”的 可 能 的 生 活。坚 持 生 活 的

可能性与存在意义的崇高性，愿意相信并追求人

生的卓越性，是人之创造性存在的哲学承诺和基

本信念。“创造的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引导人

为日常凡庸的生活注入超越性的态度与精神，激

发生命的创造本性，从而为自身存在开辟出一种

可能的思想道路与生活方向。

教育并不是脱离于社会的孤立存在，它坐落

并嵌入于 社 会 之 中。现 代 教 育 与 现 代 社 会 已 经

越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社会

需求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受社会的影响和制约越

来越深。现代社会对专业人才的急迫需求，催逼

并诱惑着 高 等 教 育 的 功 利 主 义 取 向。就 像 思 想

家阿多诺 和 霍 克 海 默 所 批 评 的 文 化 的 工 业 化 一

样，高等教育亦出现人才培养的工业化现象。人

才作为“教育产品”，被期待在知识传递的流水线

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以便能及时满

足社会的当下需要。按照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解，

现代社会 是 一 个 价 值 理 性 不 断 衰 颓 和 工 具 理 性

不断扩张 的 社 会。实 用 主 义 和 功 利 主 义 的 价 值

取向也弥 漫 成 为 大 学 教 育 活 动 中 一 种 颇 具 支 配

性的精神态度。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大学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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