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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原文：

东北师范大学探索“创造的教育”

培育创新土壤 滋养创新精神（在一线）

本报记者 祝大伟《 人民日报 》（ 2022年 03月 31日 第 19版）

“我们之所以有特别多创意的火花，离不开学校对同学们创造思维的培养。”

前不久，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本科生金子祺在首届吉林省师范生教学创新

大赛中获得教具设计特等奖。

无论是教学设计还是教具、实验、课件、微课设计，教学创新大赛中比的就

是创造力。赛场上，东北师范大学的参赛选手斩获了多个奖项。

近年来，东北师范大学紧扣教育发展脉搏，不断探索“创造的教育”方式，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从学科建设、教师能力、教学实践 3个方面入手，营造有益于创

新的环境，努力打造创新型教育人才培养高地。

在学科建设方面，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让学科专业更适应社会需求，

教学环境更具创新精神。

年近花甲的陈彬教授一直承担“化学学科理解”课程的讲授。“如果学生对

专业理解不深不透，很难有太多创新。”陈彬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融入课程，深

入浅出地讲授具有学科特质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为了建设富有创新性的学科和专业，东北师范大学 19个学院（部）开设了

学科理解课，由资深教授讲授。同时，开设文史哲文科大类和生物、物理、化学、

地理、环境理科大类交叉课程，激发学生产生更多的创新性思维。

数理基地班是东北师范大学学科交叉融合的代表，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首批本科毕业生中，75%的学生被保送至国内知名院所

攻读研究生。

教师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同样关乎创新人才培养。近年来，学校指导教

师们将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开展创造性示范课堂建设，让教育者提供更有创新精

神的教学内容。

“我们围绕问题开展研究，也围绕问题进行教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高

夯开设的“人文数学”课，融入自己几十年的科研成果，以解决问题为突破口，

培养学生寻根问底、创新思考的科学精神。

为了营造培养创新精神的环境，东北师范大学启动“创造的教育”示范课堂

建设，由教学名师等组成的专家团反复打磨课件，在学校进行课堂展示，让更多

的教师学习经验。如今，457门示范课堂带动学校形成更具创新精神的课堂教学

氛围。



有了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学环境，还需要学生的深度融入。东北师范大学抓住

大一和大四两个关键时期，通过具有实践性的研讨课和实习实践教育，磨练学生

的创新能力。

2018级本科生冯荣佳说，从大一新生研讨课起，自己就不断被新鲜的课堂

吸引。用编排话剧的方式学习文学作品，通过辩论赛领会经典理论……如今，学

校已开设 48门这样的实践性新生研讨课，开启学生的创新视野。

在云南昆明市第八中学实习时，角色的转变又让冯荣佳对创新有了更真切的

体会。“未来，我想成为一名能出新出彩的老师。”冯荣佳努力在教学实践的备

课、教学设计等环节中，融入创造性思维，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

“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我们会继续探索，不断完

善健全大学创新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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