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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针对当前研究生教育中较普遍存在着创新意识薄弱的问题 , 从优化创新教育环

境中的创新社会环境和创新自我环境两方面入手 , 探讨了创新型研究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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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教育实践 , 都是遗产与环境的产物。“近朱者赤 , 近墨者黑” 这句中国古训说明环境

对人成长的作用。历史上孟母为了使儿子成才 ,搬家三次 , 说明了有识之士对环境作用的重视。中

华民族曾以创新精神著称于世 , 但在近代科技创新进程中却落伍于西方各国。创新精神的丧失和

创新能力的衰退 , 曾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以来 , 教育事业有了

长足的进步 ,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 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 , 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 ,

应试教育的不良倾向还在困扰着当代教育。扼杀创新精神的事例时有发生。 遗产不能改变 , 环境

可以改变。国运兴衰 , 系于教育。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 , 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

建设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任。面对国家的重托和社会的希望 , 研究生创新教育责无旁贷。 优

化创新教育环境 , 适应 21世纪社会发展需要 , 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 迫在眉睫。

研究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 涉及多方面的因素。 而环境对创新的影响 , 在古今都不难发现。 两

个能力有差异的人相比 , 其中一个能力不强的人 , 由于所处的环境对创新适宜 , 便发挥了才智而

取得创新成果 ; 相反 , 能力较强的人却因缺乏适宜的环境而使创新得不到发挥。 一个人 , 创新能

力的开发或收获 , 是受环境条件的促进和制约的 , 所以 , 研究创新教育环境 , 是促进创新研究生

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 创新环境有对创新者产生影响的非创新对象客体 , 它包括各种外部影响条

件 , 我们称之为 “创新的社会环境” , 还有对外部条件产生感觉的主体 , 即研究生本人 , 我们称之

为 “创新的自我环境”。本文针对当前研究生教育较普遍存在着创新意识薄弱的问题 , 从优化创新

教育环境中的创新社会环境和创新自我环境两方面入手 , 探讨创新型研究生培养。

　　一、 营造创新社会环境 , 培养创新型研究生

培养创新人才 , 适应 21世纪社会发展需要 , 是时代赋予教育的责任 , 怎样才能造就和培养创

新人才? 途径、 方法和手段是多元的 , 但营造一个适合创新人才成长的 “创新社会环境” 肯定是

重要手段之一。创新社会环境应该包括对创新者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条件 , 这是一个宏观的社会

大环境 ,我们仅从与创新者个体密切相关的有利创新的社会群体环境中讨论。营造创新社会环境 ,

主要从学校的学术氛围、 研究生导师和管理体制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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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的学术氛围

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 把校园变成一块富有科学的人文精神的沃土 , 创造一种自然环境与人

文环境来激励研究生们获取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愿望 ,使研究生们在工作和学习期间 ,无

论是在教室 , 还是漫步校园 , 无论是实验室做实验或进行课程学习、 还是从事课题研究 , 都能够

在闪烁着文化光彩和散发着浓郁文化气息的校园环境中受到熏陶。就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环境 ,

营造的每一组院落 ,每一间房舍 , 每一棵古树 , 每一块石碑 , 甚至每一片砖瓦 ,都深含着隽永的文

化品味。研究生们不由得赞叹 , 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就是感觉、 领悟、 欣赏和思考。用中华民族优

秀的文化激励研究生们开拓、 创新的智慧之光。引导研究生们在成才道路上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

以及个人与集体和国家的关系 , 明辨是非曲直。

营造与国际高水平大学接轨的办学思想。 如强调研究生们个性发展的教育理念 , 多元化文化

的校园氛围 , 积极向上发奋苦读的拼搏精神 , 也就是创造一种氛围 , 使研究生们心中的理想远大

一些 , 眼光放高一些。 这样有助于研究生们树立一个正确远大的目标。 人都有从众心理 , 如果你

站在人行道上往天看 , 不一会儿就会有不少人跟着你一起抬首张望。这是社会心理学中的 “从众

效应” ,是群体对个体的一种无形的影响和压力。在一所大学里人人都努力向上 ,积极思维 ,开拓 ,

个体也就会身不由己地投入到集体的行列中去。别人影响你 , 你也影响别人。在这种良好的学术

氛围中 , 大家互相作用 , 共同创新。 这种大学才是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发源地 , 才是具有知识

创新和技术创新人才的摇篮。

营造自由的学术争鸣气氛。 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 , 存在着一些阻碍创新的因素 , 比如传统的

儒家文化导致的守旧意识 , “中庸之道” 哲学和 “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平均主义思想 , “人怕出名

猪怕壮” 的传统观念等。我们应剔除传统教育中的糟粕 , 弘扬传统教育的精华 , 营造出这样的校

园学术氛围: 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 并从物质条件如高额奖学金 , 方便和先进的设备 ; 高薪聘请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最优秀人士做兼职教授 ; 各级教授从工资上拉开档次等举措 , 给竞争者以应有

的激励机制 , 激发创新动力。

营造浓厚的学术交流气氛。请国内外学术界知名人士座谈 ,让研究生们了解学术的新思想、新

信息、 新动态。利用不同导师之间的学生进行学术交流 , 互相学习 ; 不同专业的学生生源交叉 ; 协

助导师在新的领域拓展等手段 , 为创新人才提供一个广阔的天地。

2. 研究生导师

培养创新型研究生 , 导师起主导作用 , 其一 , 名师识高徒 ; 其二 , 名师出高徒。 创新意识较

强的研究生导师已经在相关领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 能够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 “看” 出学生

是否具备创新人才的基本素质。高素质、高水平的研究生导师 , 往往更能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据统计 , 半数以上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接受过高明导师的指导 , 且获奖时间比跟随一般导师学习的

人平均提早七年。 因此 , 研究生导师能否按照创新教育规律施教 , 将创新基因有效地注入有创新

潜力的学生身上 , 是创新社会环境中的主要因素。

研究生导师在创新社会环境中是否能发挥其主导作用 , 与其素质密切相关。 要培养出创新型

研究生 ,导师除了要具备做教师的一般素质外 ,还应具备四点特定的、适应创新的创造性素质: 一

是现代教学观念 , 强调教学过程中师生合作、 教学相长、 优化教学过程 , 重分数但不唯分数 ; 二

是自身监控能力 , 将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意识的对象不断地对其进行积极主动的计划、检查、 评价、

反馈、 控制和调节的能力 ; 三是创新的知识结构 , 具有本体性知识、 文化知识、 实践性知识和条

件性知识 ; 四是创新的教育艺术 , 导师的教学行为是其素质外化形式 , 它既是一种技术 , 更是一

种艺术。

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 我们不妨借鉴美国一些大学的做法: 一流的师资 , 一流的生

源 , 宁可空置 , 也不降格。 学校举世闻名 , 教师任教有很高的荣誉 ; 优良的教学、 科研条件 ,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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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争取科研经费的实力及较高的工资待遇。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关键在导师严格把关 ; 导师

极其重视自己的学术声誉 , 他们不会把研究生能否完成学业与自己的学术水平联系到一起 , 但对

学位论文 , 他们决不会因为其它种种因素而降低对质量的要求 , 也极少有领导、 家长、 朋友 “说

情” 和同学 “公关” 等情况发生。

研究生导师资格不应该是终身制 , 而应有激励机制。导师除了有较强的研究能力与较高的教

学水平外 ,还应有科研项目与经费 , 这样才能使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各项活动得以有效开展。

3. 管理体制

研究生管理部门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 , 但是这些制度不是束缚研究生们的手脚 , 而是有利于

人才创新能力培养。实行弹性学制 , 为研究生创新提供时间保证 ; 实行完全学分制 , 为研究生创

新提供知识结构保证 ; 实行导师转换制 , 为研究生创新提供自主选题保证 ; 实行风险选题制 , 为

研究生创新风险解除后顾之忧 ; 实行学术讲座制 , 扩大研究生创新思维空间 ; 实行学位论文创新

成果评价制 , 增强研究生创新意识与创新目标。在管理中引入淘汰和竞争机制 , 通过小比例的延

迟毕业来从反面对研究生的科研进度、 创新能力等进行督促。

转变研究生管理部门的职能 , 从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寓服务于指导和管理中 , 比

如研究生招生应该以配合学科和导师招收到最优秀的人才为指导思想 , 逐步过渡到与国际接轨的

宽进严出的研究生录取制度 ; 研究生培养应拓展培养领域 , 改革培养模式 , 调整教育结构 , 积极

开展研究生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研究生管理部门最主要的职能是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服务 , 执行

和监督执行学校的规章制度 , 有关学术问题 , 原则上应该尊重导师的意见。

　　二、 营造创新自我环境 , 培养创新型研究生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能否得到发展和发挥 , 社会环境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 但这

只是外因 , 关键还在于研究生自身。即是说 , 自我环境的建设也相当重要 , 外因还需内因起作用。

要努力成为创新型人才 , 研究生们必须学会克服源自自身认知、感情和文化等诸方面的不利因素。

如何营造出激发创新能力的自我环境 , 方法很多 , 笔者认为以下几种自我环境障碍的克服尤显重

要。

1. 克服 “固定地看待事物”

每当人们熟悉一种事物固定的功能或性能后 , 对此事物的思考就变得没有激情 , 再加上不善

于变通 , 往往就会妨碍发现其新功效的创新思路。 不久前 , 美国太空总署曾对外招标 , 征求一种

“太空笔” 的设计方案 , 按照设计要求 , 太空笔能在真空中使用 , 笔尖可向上书写 , 几乎永远不需

补充书写原料 (墨水、 油墨等 ) , 制造成本不能太高。为此 , 几乎全世界的天才设计师都在大伤脑

筋。后来是一位德国小学生提出 “试过铅笔没有?” 为什么设计大师们就没想到最普通的铅笔就符

合设计要求呢? 这说明一些原理与方法的使用范围不能过于固化 , 学会变通思考 , 不墨守成规 , 克

服固定看待事物的模式 , 努力形成创新自我环境 , 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 是每个研究生自己的责

任。

2. 克服 “习惯走老路”

一般人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学会了一些分析、 解决问题的方法 , 当他们对问题使用惯例解决的

方法或正确解决的方法时 , 往往不去考虑其他或许更有创造性的方法。 这种习惯走老路的定式思

考 ,也是阻碍创新的一种因素。要发扬亚细亚王亚历山大解开神秘 “ Gordian结”的精神 (“ Gordian

结” 是很久以前亚洲一个城市里的著名神谕: 谁能解开城中神秘的 “ Gordian结” , 谁就会成为

“亚细亚王”。 是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从舞剑中得到省悟 , 突破所有早已习惯的解结方法 , 挥剑将

结砍成两半 ,从而成了亚细亚王和创新的代名词 )。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一味按照前人的老办法思考 ,

可能茫然失措 , 要常省悟自己: 我为什么走老路呢? 创新 , 需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 需要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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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实中的 “结”。

成惯例、 成定规的东西 , 是对前人创新成果的最佳肯定 , 但反过来也对后人产生一定的束缚

作用。积极创新的人应该勇于突破 , 在借鉴前人优秀成果的同时 , 不拘泥于他们的所有条条框框。

当然 , 这种挑战性工作具有风险 , 很可能做了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研究 , 换来的却是失败 , 这就

要研究生们自身有足够的勇气 , 克服习惯走老路的心理因素 , 努力成为时代的创新人才。

3. 克服 “过分信赖权威”

这是与习惯力量密切相联的一种创新障碍。要尊重学有所长的权威 , 但不能过分信赖 , 任何

权威也可能有判断失误之时。发明巨匠爱迪生就曾写过文章非议交流电的研究 , 他断言 “交流电

太危险而缺乏实用价值”。如果从没有人反对此论点 , 那么今天交流电起的重要作用都谈不上。过

分信赖权威会从两方面构成个人创新障碍: 一是接受权威的观点后 , 就永远不去质疑该观点是否

真的正确 , 或不再去发展这一观点 ; 二是对权威的判断过于信赖 , 就会毫不迟疑地否定新冒出的

新见解。所以 , 研究生要养成 “不唯书 , 不唯上 , 只唯实” 的心理品质 , 正确对待现有的理论、 方

法与经验 , 这对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是有益的。

4. 克服 “过早下结论”

很多人以自己重实效而自诩 , 坚持立竿见影 , 不赞成围绕一个问题冥思苦想。这种习惯可提

高表面上的办事效率 , 但也可能会扼杀创新性发挥。多年前 , 欧洲的城市要建一座市政大厅。 奉

命设计的建筑师提出只有一根立柱支撑屋顶的设计方案 ,但负责决策的官员坚决反对 ,为了安全 ,

坚持要求四周增加立柱 , 竣工后五根巨大的立柱支撑着屋顶 , 但一根立柱的方案所产生的美感荡

然无存。上百年过去了 , 建筑物安然无恙。直到不久前人们整新这座历史性建筑时才发现 , 整个

屋顶其实只是由一根立柱支撑着 , 其余四根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由此可见 , 研究生们平时应

训练自己多想办法 , 注重对事物进行冷静分析思考 , 不过早下结论 , 避免将创新性设想拒之门外。

5. 克服 “知识面狭窄”

时代的迅速发展告诉我们 , 要创新 , 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 还要有广泛的知识面 , 狭窄

的专业知识容易限制视野。 化学分析中 “用观察火焰光谱测定物质结构” 的成功就是学科交叉渗

透创新成果的结晶。在营造创新自我环境中 , 不妨多选修一些本专业之外的课程 , 进修双学位或

主辅修专业等 , 以解决目前课程设置中知识面不宽的问题。

6. 克服 “害怕失败”

许多人都认为失败是一种不光彩的事 , 因而害怕出现失败 , 一帆风顺的创新实践只是人们的

理想 , 如果害怕失败就会远离创新。 发明大师爱因斯坦的失败观就值得我们学习 , 他曾幽默地对

朋友说: “虽然实验失败 , 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 知道了至少有 99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正确认识

创新中的失败 , 克服害怕失败的心态 , 树立起强烈的自信心 , 是营造创新自我环境 , 努力成为创

新型人才重要的一点。

影响创新型研究生培养的因素较多 , 但只要能从创新规律出发 , 结合创新者成长环境的实际

情况 , 以人为本 , 进行不懈地探索 , 研究生创新教育环境培养一定会得到不断优化 , 不久 , 将会

重塑中华创新精神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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