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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在学科教学中进行创新素质教育的几个相关问题，以图引起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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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进行创新素质教育非常重要，将专业 

知识的传授与创新素质的培养相结合是一切实可行 

的方法。人生观与献身精神是创新素质教育的根 

本。每位教师及教育工作者都清楚知道，教书必须 

育人，这是教师的职责。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该始终抓住人生观和献身精神这一根本性的东 

西，从学生思想源头上进行教育和教学。一个人只 

有爱国爱民、爱科学、爱专业，才能自觉为之奋斗终 

身。钱学森教授的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他带 

着使祖国强盛的崇高目标走上留学之路，在海外多 

年勤奋学习和工作，又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参加建设， 

为国防事业和两弹一星立下卓著功勋。每个人具备 

了这样的人生观才会激发出献身精神，有了这种精 

神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才会使国家的需要转化 

为对个人的要求，从而不辞劳苦地为造福人民、造福 

人类而献身、创造。这种崇高精神的树立对大学生 

非常重要。这个重任就落在每位教师的身上。教师 

在各个学科的岗位上进行教学工作，应将对培养创 

新素质有益的人生观与献身精神的教育融汇于学科 

教学之中。 

创新意识来源于对科学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为 

此，每位教师应该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打破传统 

的传授知识的作法，吸取国外的先进教学经验，总结 

我国教学中的精华 ，把培养创造能力和学科知识教 

学紧密结合起来，在指导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教会 

学生怎样学习，引导他们独立思考，发展他们的聪明 

才智”。在学生所学专业的各学科教学中，不只是死 

板地让学生掌握已有的知识，而应该让学生明确学 

科的起源、发展、作用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对学科 

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关键时刻是如何解决关键问题 

的有深入了解 ，以及现今还有些什么重要的、需要解 

决的问题。这样 ，在学生具备丰富广博知识的基础 

上，启发他们的创新意识。使他们能用自己的努力 

促进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学科之间进行源头创新。 

正如纳米科技的开创一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理查德·范曼在大尺度的固体物理学和小尺度的原 

子、分子、原子核物理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作 

了中尺度(纳米)科学“实际上有很大的空间”的讲 

话，从而开启了这一崭新领域的大门。 

“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是创新的动力。创造力 

强的人，不一定都能成为创造发明者、成为创新人 

材。只有既具有 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同时又具备 

最优化的知识和智力结构的人，才能成为创造型的 

人才。”大科学家达尔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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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科学家，我的成功，不管它有多大，是取决于种 

种复杂的思想品质和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热 

爱科学；在长期思考任何问题方面，有无取胜的耐 

心；在观察和收集事实资料方面，勤奋努力；还有相 

当好的创造发明本领和合理想法。”这里，达尔文提 

出了一个创新型人材所应该具备广泛渊博知识和良 

好个性品质这一必须的前提条件。所以，培养 良好 

的精神心理品质是最基本的。那些对科学技术发展 

作出重大贡献和发明创造的科学家们 ，他们的个性、 

意志及品质等均非常独特：爱因斯坦在小学时成绩 

并不优秀，但他勤于思考；爱迪生儿时为了知道小鸡 

从何而来 ，亲自坐在蛋上孵化 ，他勇于实践．．．⋯·这 

些充分表明，“他们都有较强的进取心、自信心和事 

业心 ，做事都有很强的坚持性和坚韧性．t．⋯。”因此。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意学生健康的精神、坚强的意 

志及 良好品质的培养，方能使其在创新素质方面打 

下坚实基础。 

一 个人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越丰富，创新能力 

就会越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影响创造思维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个人有无‘可用的、有效的、灵活的’丰 

富知识。一个人获得的知识越多，越可能具有对新 

问题的敏感性和创造性。”实践也证明，一个人所具 

有的经验越多 ，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手段也越 

多，因为他可资借鉴的东西很丰富，因此他解决问题 

的能力也就越强。正如生物学家贝弗里奇说过的那 

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的知识宝藏越 

丰富，产生重要设想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如果这 

个人还具有有关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的广博知识，那 

么，独创的见解就更可能产生。”有鉴于此，教师首先 

必须不断地学习，不只深化自己的专业学科知识，还 

要学习有关的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以及最新的科技 

知识。这样才能在教学中以深厚的功底，广博、独到 

的见解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即是系统地 

将学科知识结构教给学生；“授业”乃是将学科知识 

内容全面授予学生；最难的是“解惑”。即应用所学 

的知识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包括知识的运用和发展， 

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办法。这样，教给学生完整 

的知识结构和系统的知识内容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方法，从而达到知识的融会贯通及知识的运用和发 

展。另外 ，要多多鼓励学生课余积极参加科学研究 、 

科学实验 ，广泛参加社会实践。在研究与实践中，运 

用知识，锻炼能力。 

兴趣爱好对激发创造力也很重要。人的创新精 

神和创造能力“是在丰富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 

成的”，它一般不仅与“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的记忆 

力、创造性思维(包括发散性思维和集中性思维、直 

觉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想象”等有关，而 

且更是与兴趣爱好密切相关。“创造力是在人的心 

理活动最高水平上实现的综合能力。”当你对某问题 

感兴趣了，你就会不断地了解、学习、追寻与之有关 

的知识、经验，并 自觉、反复、不厌其烦地去思索；当 

能力不够而不能解决问题时，就会增强能力、扩大知 

识范围，坚持不懈地去弄清它。当你在某方面有特 

殊的爱好，你一定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上有丰富 

的积累，在这一领域就可能做出成绩。因此教师一 

定要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去发现、鼓励、发展学生的 

兴趣爱好，有目的地帮助他们，使之在创新的道路上 

大步前进。 

总之，在学科教学中、在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 

中，有目的地、系统地进行热爱科学、献身专业的教 

育，良好精神品质的培养，丰富知识与经验的积累， 

兴趣爱好的发展，使学生逐渐具备良好的创新素质， 

成为专业型、创新型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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