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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是一十民族进步的灵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蚋的大学教育对学 铷新能力的培养重税不够，除了教育思想 

和教育观念的偏差，还有课程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滞后，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印专业基础太窄、教 

学内容太旧．教学方法太死．评价机制太偏。对此，应予以高度的重税，采取切实有效的}}}施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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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对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大学 

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创新能力无疑是这些 

要求中最重要的。因此，改革大学教育中不利于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一些方面，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 

的重要任务。 
一

、问题的提出 

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高等教育体 

制、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内容、课程体系、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评价机制及教育思想、教育观 

念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形势，甚至严重滞后，极大地 

影响和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现代科技蓬勃发展，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知识经 

济初见端倪，全球和地区间政治经济的剧烈竞争和 

广泛合作，资源、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需求的尖锐矛 

盾，迫使人们努力寻求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高校要更加重视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使学生具备主动学习精神与创造性学习 

能力，成为富有刨瓶精神的建设者。这一点在中国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融人世界的今天，显得 

尤为重要。 

一 场以提高质量意识、加强素质教育为中心的 

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大讨论正在我国许多高校深入 

展开，目的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是高等教育改 

革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教育思想主要指为什么办 

教育，怎样办教育．培养怎样的人。怎样来培养。只 

有明确了这样一些问题．人们对教育的看法即教育 

观念才会转变。例如在教学中应树立素质教育的观 

念；全人教育的观念即教学生学会认知、学会生存、 

学会做事和学会与他人共处；终身教育的观念；整体 

化知识教育的观念；个性化教育的观念；重视教育质 

量、树立国际化教育观及培养学生创造力的观念。 

正是在这一讨论中，我国高教界首先提出了面向2l 

世纪课程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 

革，以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问题。 

二、我们的反思 

1．专业基础太窄。带来两个显著的问题：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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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不到人才培养目标。我们的中学教学就存在过早 

分科，基础不全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前的高考 

背景下一时还很难加以改变 ，这就需要大学教育弥 

补。大学生仅具有专业知识还远远不够，还不能称 

之为、成其为人才，只有同时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和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因 

此，大学要多开人文社科类等基础课程，提倡求异的 

思维，鼓励怀疑的精神，注重个性的张扬，培养创新 

的能力。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这方面的课程很少，要 

求也很低。二是学生于本专业之外不了解相关专业 

的发展情况，学弱电的不懂强电，学建筑的不懂土 

木，学中文的不懂历史，往往强调了“专”，而忽视了 

“通”；强调了“深”，却轻视了“宽”。这种教育结果与 

社会需要的具有广博专业背景的专门人才的要求有 

差距，不利于创新意识的培育，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培 

养，不利于创新成果的开发。 

2．教学内容太旧。比如理工科的物理实验课， 

数年一贯制，内容、方法、数据甚至可以用几届学生， 

而没有大的变化。这一问题还表现在课堂内容的重 

复上，某些专业课程问交叉太大，引起学生的意见。 

据称，一本书当它的信息不超过 16％时，便是废书。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抽查各类书 

籍信息含量，有三个国家最低，其中就有中国。如果 

我们大学的课堂内容也有许多重复信息，又如何启 

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呢? 

3．教学方法太死。一是过于简单，文史法哲理 

工农医经济教育管理采取大致同样的教学方式，简 

单灌输，缺乏引导，缺乏专业特点相适应的教学方 

式。二是过于繁琐，期中考 、期末考、阶段考、作业 

多、点名多，还要检查笔记。这样一来，学生的自由 

学习空间就所剩不多了，学生 自主发展的机会就被 

无形地剥夺了。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学生创造性的 

自我培养。 

4．评价机制太偏。单凭考试，不能完全反映学生 

掌握知识的真实水平，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有 

些教师只考课堂讲过的东西，而有些内容又并非课程 

重点，这就使得笔记好的学生得分高，相反一些阅读 

广泛、自学能力较强的学生仅因为疏漏教师讲的内容 

而不能得到高分，以至出现高分低能、高能低分的现 

象；另一个问题是“人情分”还远未杜绝。从奖学金来 

看，过分强调智育成绩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尽管 

学校制定了详细的综合评估细则，但在执行中，重智 

轻德、重量轻质的状况屡见不鲜，这对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学生只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对有突出才能学生的 

创造力更是一种压抑。 

三、解决的途径 

1．改革课程体系。总的办法是强化基础，把握 

前沿。这是与学生需要相适应的，也是符合当前科 

技、社会发展方向的。首先，扩大基础课内容。一方 

面，应尽可能地让学生学到更广泛的专业基础课程， 

拓宽专业概念，扩大专业容量。另一方面，应尽可能 

．的让学生学到更广泛的文化基础知识，多开一些人 

文社科类的课程是大有裨益的。其次，把握本专业 

前沿。这是为了把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做 

有两个好处：一是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本身可以培 

养学生对科学的崇敬感，并因此激发学生学习的兴 

趣；二是使得具有良好素质的大学生在掌握一定基 

础知识的条件下，保持探索的激情，在高起点上刻苦 

钻研，激发创造欲望和创新潜力。 

2．改革教学方法。导师制是国外很多著名大学 

实行的教学方式。每个学生入学后，校方都为其指 

定指导教师，负责这名学生的专业发展，学生经常向 

导师提交近期的学习心得，对一些重要问题与导师 

交换意见。我们目前的师资力量还不能达到这样的 

要求，但可以利用班主任这一已有形式向导师制过 

渡。强调班主任的专业背景和人文素养，逐渐淡化 

生活管理的色彩，有意识强化专业指导的责任，对学 

生专业水平的发展负总责。同时，要求专业课教师 

担任所教课程的导师。“导”与“教”的不同在于前者 

要求学生主动学习，后者要求学生被动接受，无疑前 

者有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3．改革评价机制。评价机制应有利于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的执行，有利于创造校园宽松、开放、和 

谐的环境，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考试 

客观性，实行教考分离。由非任课教师出统一试题， 

或专门编写试题库，考试时从中抽取不同难度的题 

目，分级越标准，抽题越随机，考试就越客观。提高 

指标完整性，优化评价体系。奖学金评定中智育成 

绩要考虑学生一学年所有课程的考试考查成绩，要 

全面考虑德、体的实际状况，要全面衡量一个学生在 

社会活动和集体公益活动中的表现，并以此作为评 

定奖学金的最终标准。提高评定公开性，促进全面 

发展。奖学金评定过程要公开透明，不搞“暗箱操 

作”，真实地将评什么、如何评、评多少等情况告诉学 

生，鼓励学生参与，通过过程的公开，扩大评价的示 

范作用和教育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欧阳冒梅] 

· 2I ·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