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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三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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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崛起的时代，我们培养 

的大学生必须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具体来说在知 

识经济时代，大学生应具备以下三种能力： 
一

、学习的能力 

学习是生存的先决条件。江泽民指出，第一是 

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要适应未来社会 

的飞速变化，唯有不断地学习。 

1．克服片面的学习观。我们所指的学习，决不 

是指单纯的在校学习，在校学习仅仅是学习的一部 

分，而不是它的全部。我们所指的学习包括向社会 

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一切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观念 

学习。克服片面的学习观，倡导全方位的学习观。 
一 位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到一家外资企业应 

聘。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在面试即将结束前，德国 

老板忽然问他济公的故事和京剧．这位大学生均说 

不知道。这位大学生落选了。德国老板说：“京剧是 

中国的国粹，他竟然说他从不听京剧．表现了对本民 

族文化的轻视，一个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一无所 

知的人不可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这就是片面的学 

习观带来的后果．在教育学生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 

应该让他们学习专业以外的知识，倡导全方位的学 

习观是十分必要的。 

2．克服呆板的学习观。国际上对文盲有一种 

新的定义，即不会主动寻求新知识或不会把学到的 

知识应用于实践的人就是文盲。这是知识经济时代 

对每个人提出的新要求。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 

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 。明 

天就会过时。二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台，学到的 

知识必须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中国 

的学生喜欢死读书。这种“死读书”就是一种呆板的 

学习观。这种呆板的学习观可以产生许许多多学习 

的“机器人”，但不能造就我国急需的人才。这是高 

等教育中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 

3．克服厌学情绪。刚进大学校门的大学生，多 

多少少存在着厌学情绪．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它既是对高中沉重的学习负担的一种“反叛”， 

也是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拼搏”后的一种“休生养 

息”。因此，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 

力，成为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要克服厌学情 

绪，必须从以下两方面着手。(1)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兴趣是学生积极探索某种事物的倾向．是激发 

学生从事某种活动的能力。学生只有在这种倾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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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推动下，才能有信心地、有耐心地 、主动地从 

事学习，并进一步获得与发展相关知识和能力。(2)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会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和信 

息的方法，当学生具备自学能力时，才不会觉得学习 

是枯燥的，才可能克服厌学情绪，热爱学习。 

二、创新的能力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 

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l世纪，社会产业结构、 

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等生产要素和人们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因 

此，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对大学生 

创造能力的培养。如何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呢?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为大学生创遣一个自由的思维空间。创造 

能力来自刨造思维，培养剖造思维是培养剖造力的 

关键，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萌芽。因此，要为大学生 

提供自由想象的空间，提供思想驰聘的天地。要大 

力提倡学生的求异思维和逆向思维。对于一种理 

论、一次实验、一个设计，不仅需要顺着教师的思路 

走，具备求同思维，更要大力倡导学生的求异思维， 

思考教师思路以外的东西。目前的教学，常常压抑 

了学生的求异思维和逆向思维，课堂上大多是运用 

收敛思维，很少运用或不善于运用发散思维。创造 

思维的火花往往产生于多种思维的碰撞之中。因 

此，高等教育的任务应该是大力提倡学生独立思考， 

力求创新。为大学生创造一个自由思维的空间已成 

为高等教育的当努之急。 

2 为大学生营造一个浓郁的自由探讨的氛围。 

科学没有禁区，科学面前人人平等。教师应该更多 

地把学生当作朋友。随着知识的更新换代，一些教 

师知道的东西未必比学生多。教师应努力为学生营 

造一种浓郁的自由探讨的氛围，不断激发学生的大 

脑处于兴奋状态，处于活跃的开拓性思维状态，敢于 

想别人不敢想的问题，尝试别人没有尝试过的方法， 

提出别人不曾提出过的概念。教师和学生应该相互 

交流、探讨、争论，高等教育既要充分肯定权威的贡 

献，但又不能一味地迷信权威。以往科学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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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只能是科学技术的起点，而不是它的终 

点。在高校，有些大学生已经有了发明创造，学校应 

该积极扶持那些虽然是很不成熟，但有发展苗头的 

概念、技术、方法、设计，为学生成才铺路搭桥．促进 

其早 日成才。 

3．为大学生个性发展剖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创造力与个性发展密切相关，个性能够得到健康发 

展，创造潜能就能得到充分发挥。从哲学角度看，一 

个社会，人的个性差异越大，个性发展越充分，那么 

这个社会的凝聚力越强；反之，这个社会将是一盘散 

沙。如果一个人的个性被压抑被扭曲，那么他的创 

造性将被窒息。培育一个让大学生个性得到充分发 

展的环境应成为高校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制变的能力 

所谓制变的能力，主要指先人一步，快人一拍， 

胜人一筹的以变制变的能力。要具备制变能力，应 

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1．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世界。世界每天 

都在变化，要使大学生跟上时代的节奏和飞速发展 

的社会，高校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要使大学生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要用发展的眼光，变化 

的跟光去看世界。其次．要教育大学生正确理解这 

种变化，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总是在发展．世界 

总是在变化，正确看待这种变化，有利于调整好学生 

的心态。第三，要找出这些变化背后的规律性的东 

西，这样，才能适应这种变化，最终达到驾驭这种变 

化的目的。 

2．以变制变才是知识经济时代应具备的态度。 

变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人生对待变化的态度大致 

可以归纳为三种 一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消极的态 

度，是不可取的；二是以变应变，这是较主动的态度， 

但还不够积极；三是以变制变．这是十分积极的态 

度，是国际上提出的新观点，也是我们每个大学生应 

有的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需要预测未来 

的趋势，走在变化的前面，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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