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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开展创新教育的突破口

罗明星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 5 0 13 )

【摘 要】 二 十一世纪
,

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

科学技术竞争的实质是创新

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
。

创新人才是具有创新技术的人才
。

创新技术的获得靠传授和学习
。

因

此
,

开展创新教育
,

开设 《创新技术》课
,

让学生学会掌握和运用创新技术
,

为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培养

大批量
、

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

是二十一世纪世界发展对各 国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
,

是我国高等教育

目前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任务
。

我国高等教育开展创新教育
,

培养大批量
、

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突破 口

是编写和出版《创新技术》教材
。

【关键词】 高等教育 ; 创新教育
;
突破 口 ; 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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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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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我国高等教育开展创新教育的必要性

在二十一世纪
,

世界发展的步伐将迈得更快
,

知

识更新
、

技术更新
、

新事物淘汰旧事物
、

先进的社会

淘汰落后 的社会的周期将更短
,

速度将更惊人
。

在二

十一世纪
,

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

科学技术竞争的实质是创新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竞

争
。

谁想生存和发展
,

谁想获得竞争的优势
,

谁想在

竞争中取胜
,

谁就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支在数量和质

量上都 占优势的创新人才队伍
。

人才的培养靠教育
。

培养大批量
、

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任务只能靠高等教

育的创新教育来实现
。

因此
,

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

要求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必须尽可能快地培养尽可能

多的创新人才
。

目前
,

与发达国家相比
,

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教

育落后了近半个世纪
〔, 〕。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

我国

高等教育培养大批量
、

高素质创新人才对国家社会

经济技术发展的战略性作用及其紧迫性
。

要加快我

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
,

我国的高等教育就必须尽

快开展创新教育 ; 我国的各级各类高校都必须尽快

从短期发展行为的发展思路 中解放出来
,

必须尽快

重视开展创新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必须尽快开

设 《创新技术》课
,

为我国的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培养

大批量
、

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 目前

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任务
。

当前
,

阻碍我国各级各类高校开展创新教育的

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

一是领导层对创新教育

对推动国家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战略性作用和迫切

性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

短期发展行为的发展思路占

据着主导地位
,

缺少开展创新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二是没有一套完整的适合我国培养大批量
、

高素

质创新人才 的培养模式 ; 三是没有可供选用的创新

教育教材 ; 四是缺乏从事创新教育教学的教师
。

在这

四个方面的问题中
,

教材问题是关键问题
。

创新教育

培养模式
、

创新教育管理模式
、

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和

创新教育评价体系都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渐建

立
、

发展和完善
。

因此
,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开展创新

教育
,

培养大批量
、

高素质创新人才首先要解决的关

键问题就是编写和出版可供我国各级各类高校选用

的《创新技术 》教材
。

我国高等教育开展创新教育
,

开

设 《创新技术》课的突破 口是编写和出版《创新技术》

教材
。

二
、

《创新技术》教材的分类

我国的高等教育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各级

各类高校都必须开展创新教育
,

都必须为社会经济

技术发展培养知识创新
、

技术创新
、

管理创新和方法

创新方面的各级各类创新人才的战略性作用及其紧

迫性
。

创新是永无止境的
。

创新虽有大小
、

高低层次

之分
,

但无领域
、

范围之限
。

大的创新主要是指那些

能推动社会
、

经济
、

技术发展的创新
,

如马克思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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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
,

相对论
、

火车
、

飞机
、

计算

机
、

互联网等等 ;小的创新主要是指那些虽然不能明

显地推动社会
、

经济
、

技术发展但可以给人类社会和

创新者带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新
,

如一种新

笔
、

一种新布料
、

一首新歌
、

一幅新画
、

一件新艺术品

等等
。

创新的层次可以分为高
、

中
、

低三种
。

高层次

创新主要是前沿科学
、

前沿知识
、

高精尖技术
、

高层

管理等方面的创新
。

中等层次的创新主要是指一般

科学
、

一般理论
、

一般知识
、

一般技术
、

中层管理等方

面的创新
。

低层次的创新主要是指应用技巧
、

应用方

法
、

外观改进
、

功能增加和初级管理等方面的创新
。

创新的领域是无限的
,

无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 自

然科学领域
,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技术
,

无论是

宏观世界还是微观范围
,

无论是技巧还是方法
,

无论

是唱歌还是绘画
,

无论是写字还是书法… …
,

都是可

以创新的
。

只要能科学地掌握和运用创新技术
,

人人

都能创新
,

事事都能创新
,

处处都能创新
,

时时都能

创新
。

因此
,

重点大学尤其是研究型重点大学创新教

育的重点应是培养前沿科学
、

前沿知识
、

高精尖技

术
、

高层管理方面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

普通本科院校

创新教育的重点应是培养一般科学
、

一般理论
、

一般

知识
、

一般技术
、

中层管理等方面的中等层次的创新

人才
。

专科层次的院校的创新教育的重点应是培养

应用技巧
、

应用方法
、

外观改进
、

功能增加和初级管

理等方面的低等层次的创新人才
。

根据我国高等院

校的层次结构 (如重点大学
、

普通本科院校
、

专科学

校 )
、

学科分类 (如综合性大学
、

多科性学院
、

单科性

学校
,

研究型
、

教学型
、

教学研究型
、

应用型等 )
、

培养

创新人才的规格 (如
:
高层次创新人才

、

中等层次的

创新人才
、

低层次创新人才 )和培养创新人才的种类

(如
:
知识创新人才

、

技术创新人才
、

管理创新人才
、

方法创新人才 )等方面的不同特点
,

我国高等教育编

写的《创新技术》教材可 以分为三类 : 《创新技术 》基

础课教材
、

《创新技术 》 专业基础课教材和 《创新技

术 》专业课教材
。

(一 ) 创新知识

创新知识是人们从探索
、

利用和改造人类社会

或 自然的创新性实践中获得的对创新的认识
,

是指

导人们从事创新活动的理论基础
,

是创新思维产生

的力量和源泉
。

创新知识主要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
、

创新的作用和意义
、

创新 的内涵和定义
、

创新的原理
、

创新的过程
、

创新的性质
、

创新的种类
、

创新思想的理论基础
、

创新的一般规律和创新的永

恒规律等方面的内容
。

(二 ) 创新技能

创新技能是人们掌握和运用创新技术的能力和

技巧
,

是人们开展创新活动和获得创新成果的措施

和保证
。

创新技能主要包括创新能力
、

创新观察技

巧
、

创新思考技巧
、

创新合作技巧
、

创新实践技巧
、

知

识创新技巧
、

技术创新技巧
、

管理创新技巧和方法创

新技巧等方面的内容
。

《创新技术 》基础课教材主要讲解创新技术的通

用知识和技能
,

作为我国各级各类高校创新教育的

通用教材
。

四
、

《创新技术》专业基础课教材

三
、

(创新技术>基础课教材

《创新技术》基础课教材应是我国的各级各类高

校都可以通用的基础教材 (如
:
类似我国各级各类高

校使用的《大学英语 》 )
。

创新技术是创新知识和创新

技能的集 中体现
。

《创新技术》基础课教材的基本内

容应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

《创新技术》专业基础课教材应是根据我国高等

院校的层次结构
、

学科分类和培养创新人才的规格

和种类等方面的不同特点编写并作为其《创新技术》

专业基础课使用的教材 (类似我国各级各类高校使

用的《专业英语 》教材 )
。

如
: 重点大学

、

普通本科院校

或专科学校的
,

综合性大学
、

多科性学院
、

单科性学

校的
,

研究型
、

教学型
、

教学研究型或应用型院校的
,

高层次创新人才
、

中等层次创新人才或低层次创新

人才的
,

知识创新人才
、

技术创新人才
、

管理创新人

才或方法创新人才的
,

工科
、

农科
、

医科
、

师范
、

艺术

或体育的
,

等等
。

《创新技术 》专业基础课教材的基本

内容应包括各级各类高校一级学科内通用的创新知

识和创新技能两个部分
。

一级学科内的创新通用知

识主要包括该学科创新的作用和意义
,

该学科创新

的内涵和定义
,

该学科创新的原理
、

过程
、

性质
、

种

类
,

该学科创新思想的理论基础
,

该学科创新的一般

规律和永恒规律等方面的内容
。

一级学科内的创新

通用技能主要包括该学科创新的能力
,

该学科创新

观察的技巧
,

该学科创新思考的技巧
,

该学科创新合

作的技巧
,

该学科创新实践的技巧
,

该学科知识创新

的技巧
,

该学科技术创新的技巧
,

该学科管理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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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和该学科方法创新的技巧等方面的内容
。

五
、

《创新技术》专业课教材

《创新技术》专业课教材应是根据我国高等院校

的层次结构
、

学科分类和培养创新人才的规格和种

类等方面的不同特点编写并作为其《创新技术 》专业

课选用的教材
。

如
:

重点大学
、

普通本科院校或专科

学校数学的
,

综合性大学
、

多科性学院
、

单科性学校

计算机的
,

研究型
、

教学型
、

教学研究型或应用型院

校物理的
,

高层次创新人才
、

中等层次的创新人才或

低层次创新人才管理学的
,

知识创新人才
、

技术创新

人才
、

管理创新人才或方法创新人才信息技术的
… … 《创新技术》专业课教材

。

《创新技术》专业课教

材的基本内容应包括各级各类高校各门课程的创新

通用知识和技能两个部分
。

如
:
数学的创新通用妇林只

主要包括数学创新的作用和意义
,

数学创新的内涵

和定义
,

数学创新的原理
、

过程
、

性质
、

种类
,

数学创
`

新思想的理论基础
,

数学创新的一般规律和永恒规

律等方面的内容 ; 物理创新通用技能主要包括物理

创新的能力
,

物理创新观察的技巧
,

物理创新思考的

技巧
,

物理创新合作的技巧
,

物理创新实践的技巧
,

物理知识创新的技巧
,

物理技术创新的技巧等方面

的内容
。

六
、

(创新技术》教材的编写原则

《创新技术》教材一般应按以下原则编写才能做

到科学性
、

系统性
、

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有机融合
:

(一 ) 先编写《创新技术》基础课教材
,

然后根据

基础课教材编写专业基础课教材
,

最后编写专业课

教材
。

《创新技术 》基础课教材的重点是讲解创新的通

用知识和技能
,

这些知识和技能是带有创新的普遍

性的
、

最基本的
、

可以作为其他各式各样的创新的基

础的知识和技能
。

它们普遍地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创

新 (如知识创新
、

技术创新
、

管理创新和方法创新 )活

动
、

创新行为
、

创新过程和创新成果之中
。

《创新技

术 》专业基础课教材的内容只是《创新技术 ))基础课

教材的内容在某一大学科领域的应用而已
。

因此
,

先

编写 《创新技术》基础教材
,

然后根据基础教材编写

专业基础教材
,

最后编写专业教材是科学
、

合理的
。

(二 ) 《创新技术》基础课教材 中关于创新知识

的定义要科学
、

准确和简洁
,

技能部分的介绍要简

单
、

明了
,

便于掌握和运用
。

我国对创新的系统研究

始于二十世纪的七
、

八十年代
,

到现在为止
,

出版的

创新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已有五
、

六百部
。

不过
,

这些

著作多以综述或编译为主
,

对创新知识的许多定义

的综述或解释都比较模糊
,

如
:

对创新 的定义
、

创新

的性质
、

创新能力的综述和解释都不能使人们一看

就懂
,

一听就明白
,

有的甚至使人们越看越糊涂 ;对

创新的过程
、

创新的思考方法等的编译和综述过于

复杂化
,

使人难于掌握和运用
。

(三 ) 《创新技术》专业基础课教材的编写要 以

《创新技术》基础教材为指导
。

《创新技术 》专业基础

课教材的内容是 《创新技术》基础课教材的通用知识

和技能在某一大学科或领域的具体应用
。

例如
:

在

《创新技术》基础课教材中我们对创新
、

知识创新
、

技

术创新
、

管理创新和和方法创新的定义是
:

1
、

创新是对现有事物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或

分解
,

是在现有事物基础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现有

事物基础上的发明或创造 ;

2
、

知识创新是对现有知识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

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知识基础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

现有知识基础上的发明或创造 ;

3
、

技术创新是对现有技术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

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

现有技术基础上的发明或创造 ;

4
、

管理创新是对现有管理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

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管理基础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

现有管理基础上的发明或创造 ;

5
、

方法创新是对现有方法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

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方法基础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

现有方法基础上的发明或创造
。

在 《创新技术 》专业基础课教材 中
,

我们对社会

科学知识
、

工程技术
、

企业管理
、

学习方法创新的定

义就是 :

其一
:
社会科学知识创新就是对现有社会科学

知识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社会

科学知识基础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现有社会科学

知识基础上的发明或创造 ;

其二
: 工程技术创新就是对现有工程技术构成

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工程技术基础

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现有工程技术基础上的发明

或创造 ;

其三
: 企业管理创新就是对现有企业管理构成

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企业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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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现有企业管理基础上的发明

或创造 ;

其四
:

学习方法创新就是对现有学习方法构成

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学习方法基础

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现有学习方法基础上的发明

或创造
。

因此
,

《创新技术》 专业基础课教材的编写应 以

《创新技术》基础教材为指导
。

(四 ) 《创新技术》专业课教材要以《创新技术 》

专业基础课教材为指导
。

《创新技术》专业课教材的

内容是《创新技术》专业基础课教材的通用知识和技

能在二
、

三级学科或领域里的具体应用
。

例如
:
在《创

新技术》专业课教材中
,

我们对我们对化学知识
、

信

息技术
、

国有企业管理
、

数学学习方法的定义就是
:

1
、

化学知识创新就是对现有化学知识构成要素

进行新的组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化学知识基础上的

进步或发展
,

是在现有化学知识基础上的发明或创

造 ;

2
、

信息技术创新就是对现有信息技术构成要素

进行新的组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信息技术基础上的

进步或发展
,

是在现有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发明或创

造 ;

3
、

国有企业管理创新就是对现有国有企业管理

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国有企业

管理基础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现有国有企业管理

基础上的发明或创造 ;

4
、

数学学习方法创新就是对现有数学学习方法

构成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或分解
,

是在现有数学学习

方法基础上的进步或发展
,

是在现有数学学习方法

基础上的发明或创造
。

因此
,

《创新技术》专业课教材的编写应 以《创新

技术》专业基础教材为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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