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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客教育是一种融合信息技术，秉承“开放创新、探究体验”理念，以“创造中学”为主要

学习方式，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新型教育模式。创客教育以创造与分享为主要目标，是坚持以

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大众化教育。研究探讨了创客教育的三重价值理念，具体包括以问题导

向思维为核心，以“干中学”方式为基础，以快乐教育精神为支柱。这三重价值理念相辅相成、互为

依托，共同指引着创客教育实践的推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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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科技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传统行业的升级

改造，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1]。

活跃在科技前沿的创客，凭借技术创新带来的便

利，致力于将大脑中的创意变为现实。他们利用

科技和硬件，通过创造、分享、给予和学习来实

现新想法。美国早在 2001 年就发起 FabLab 创新

项目，它强调以用户为中心，建立从设计到制造

的全流程创新环境，凸显产品的个性，从而为创

客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如今创客运动正

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世界，上千个创客空间犹

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创客运动以其独特的意

识和思维推动着创客教育的兴起。 

    创客教育是一种融合信息技术，秉承“开放

创新、探究体验”理念，以“创造中学”为主要

学习方式，以培养各类创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新型

教育模式[2]。与传统教育不同，创客教育具有延

伸性的教育理念和方向，它致力于培养跨界学习

的、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3]。创客教育注重学

生的创客素养培养而非产品孵化，学生在导师的

指引下参与不同难度的创客项目，通过协作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

从而实现自身在人际沟通、团队协作、创新设计、

批判性思维和专业技能等方面的成长[4]。创客教

育拥有无限的价值潜能，但要真正引入创客教

育，除了基本的硬件配套和制度支撑，各相关利

益者还要加强对其教育理念的理解和认同[5]。因

此，提炼和归纳创客教育价值理念，对于推进创

客运动的管理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客与创客教育 

    (一) 什么是创客 

    “创客”是由英语单词“Maker”和“Hacker”

的形象化翻译而来，最早出现在加拿大科幻作家

科利·多克托罗的小说中，用于指代善于创新的

人。美国学者安德森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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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典型的创客是一群具备特定知识含量，拥

有创新、实践、共享、交流的意识，愿意接受技

术挑战，并将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6]。创客回归

工匠的原始制作，利用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发明创

造的低门槛，在低成本下创造出个性化产品，这

是一个善于将传统制作方式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的群体。从广义上讲，创客就是将大脑中的创意，

通过付诸实践变为现实的人；从狭义上来讲，创

客就是充满创意，通过 DIY 的方式将创意转变为

现实，积极与他人进行分享的人。创客运动最初 

只是一群喜爱动手的人聚集起来进行创造性活

动，随着参与人数逐渐增多，这种创造性活动所

产生的影响力也慢慢扩大，世界各地也出现了许

多志趣相投者。创客会以各种方式将志趣相投者

聚集起来，开展创意交流活动，于是创客运动逐

渐形成。创客运动的形式可能不同，但是都基于

共同的理念，它所强调的小众化和个性化，看似

与当前商品大众化等特点相背离，却可能预示着

产品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 创客教育的内涵与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创客和创客运动有了较为一

致的认识，但对创客教育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界

定。上海“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认为，创客运

动的本质就是教育，一方面创客教育就是科学技

术、文化艺术、经济管理等专业教育的业余化，

另一方面创客教育就是让学生体验真实世界的

实景教育[7]。与传统教育模式相比，创客教育更

加注重通过创客理念来重塑教育的方法、过程和

评价[8]。由于创客教育源于创客运动，那么它的

核心内涵也应当与创客运动保持一致。正如安德

森所描述的那样，创客运动有三个特点—— DIY、

创造和分享[6]，这三个特点也构成了创客教育的

重要内涵。DIY 是“Do It Yourself”的简称，指

的是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教育中强调

独立和个性；创造是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主观

能动性下动手制造客观存在事物的过程；分享是

指将自己的想法、经验和作品与他人进行交流，

通过交流总结不足，从而获取新的灵感和经验，

这三个特点构成了创客教育的基本框架。另外，

创客教育与传统教育又同时具有“以人为本”的

特点，它将主观学习与动手操作结合在一起，将

教师的教学目的与学生的实际需求真正结合在

一起。由此可见，创客教育以创造与分享为主要

目标，它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大众化教育。从宏观上看，它是创客运动与教育

的结合，是在教育领域传播创客精神和文化的实

践过程；从微观上看，它是学生教育方式的转变，

其中包括学习方式、知识涵义、能力类型等多方

面的内容。 

    创客教育起源于美国，为了提高学生在科技

方面的创新能力，奥巴马总统于 2009 年发起了

“Educate to Innovate”运动，呼吁全美学生都能

成为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9]。随后，白宫

响应总统号召实施了“创客教育计划”，引导更

多学生参与创客运动。2013 年，美国巴尔的摩市

建立了电子港科技中心，为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

创客活动空间，学生可以在中心注册课程并使用

设备进行创客项目。截至目前，美国已有上百所

高校用实际行动支持创客教育，如伊利诺伊州立

大学创客实验室的“数字创造课”，不仅有传统

的学习讲授部分，而且还要求学生创建数字制作

工具，通过分享讨论来学习更多的知识，也更好

地发现、填补学生的知识盲点[10]。威斯康星大学

等 60 多所知名高校也陆续在校园内设立创客空

间，向不同学科、年级的师生开放，实验内容由

学生的需求和兴趣来决定。斯坦福大学还设立了

学术奖学金，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研究并实践创

客运动在不同教育领域的应用[11]。 

    我国的创客教育实践正在摸索中不断前行，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让“众多

‘创客’脱颖而出”，他在深圳柴火创客空间考

察时也指出“让众多‘创客’自由创业、能够成

业”。在高等教育领域，清华大学于 2014 年成立

了创客教育实验室，研究方向涉及 STEAM 理  

论[12]、创客课程研发、创新空间设计等。次年 4

月，清华大学又联合 60 多所高校以及大量企业

成立了“创客教育基地联盟”。2015 年 8 月，“两

岸大学生创客营”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13]。在基

础教育界，创客教育也正逐渐得到落实。2015 年

5 月，青岛九中等 20 所岛城中小学名校共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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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中小学创客教育联盟。同年 7 月，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信息化协同创新中心在京举办“首届

中小学创客教育课程与师资建设高级研修班”，

来自全国各地的 60 余位中小学领导和骨干教师

参加课程研修[13]。鉴于创客教育实践的迅猛发

展，研究并探索创客教育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作

为行动指导思想显得极为迫切。 

    (三) 创客教育与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是指依据现代化发展对人的要求，

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

人格的教育[14]，它关注社会中每个人的特殊潜

能，关注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持续发展[15]。1998 年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率先提出创新教育的概念，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创新教育的研究与实

践[16]。创新教育理念提倡创设民主和谐的教育环

境，鼓励开发多样化课程，主张自主、合作学习、

探究创新，开展有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实

践活动[17]。创客教育继承了创新教育的精髓，也

就是以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教

育目标。同时，创客教育还为创新教育提供了有

效的落地工具，所以创客教育是创新教育的实践

载体，二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此外，创新教育

中的创新意识回答了“为什么要创新”和“为谁

创新”，即创新人才应具有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

贡献的远大理想，为科技事业发展而献身的崇高

精神，以及实施发明创造的强烈愿望[9]。创客教

育则淡化了创新意识这一动力源问题，它的侧重

点在于如何培育出一批能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将

创意转化为实体的创造者，这就是创客教育与创

新教育的主要区别。 

    二、创客教育的三重价值理念 

    创客追求实现与众不同的想法，创客教育注

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索精神、自主创新能力、实

践与分享的综合能力。关注创客教育体现了科学

教育理念的发展和社会创新的进步，同时，创客

教育也是社会成熟机制培育和支持的产物。创客

教育要想真正创造实用价值，就必须以学生为中

心，其中既要有充足的硬件资源配套，更要有价

值理念等软件资源的指导。大成智慧学强调“量

智”和“性智”的结合，重视思维的整体观和系

统观[18]。培养学生问题导向思维符合复杂社会发

展的需要，它也是实用型创新人才的培育要求，

有助于推动教育由结果式向过程式的转变。实用

主义理论和体验式教育认为，学生可以从协作完

成特定任务中进行学习[11, 19]。“干中学”是将所

学与实践相结合，它给予学生应用并真正掌握知

识的机会，从而为人力资本的内生化增长提供可

能。快乐教育主张一切教育要有乐趣，教学的效

率与学生的快乐程度成正比[20]。营造以学生兴趣

为主的教学环境，让其逐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

索，形成持续性的学习习惯，这也是创客教育的

内在要求。因此，本研究认为创客教育的价值理

念应以问题导向思维为核心，“干中学”方式为

基础，快乐教育精神为支柱。 

    (一) 问题导向思维 

    问题是个体对现有条件与目标实现之间的

一种心理体验，是研究讨论并需加以解决的矛盾

和疑难[21]，它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有助于推动教学实践开展和促进学生认知能力

提升。科学发展就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

及再发现新问题的过程[22]。发现问题既是现有的

知识成果，又是对未来知识增长的刺激，在对问

题的追问、探索和解决过程中，学生的知识水平

可以从低认知层向高认知层拓展。创客教育是为

直面解决现实问题而产生的教育方式，问题导向

思维能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和深度思考，鼓励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寻找兴趣领域中的问题，探求创造

性的解决方法，并通过努力使新想法变为现实。 

认知学习理论认为，问题的媒介作用能够大大促

进知识与认知能力的协同发展[23−24]。在应用理论

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会发现自己简

单接受的知识与能够运用并发挥实效的知识之

间存在着相当差距。这种差距感会进一步刺激和

促进他们对所学知识进行重构和反思，从而加强

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和领会，使呆滞的惰性知识转

化为内化的活性知识，并进一步理解认知，最终

促进自身能力的发展和提升[24]。学生在解决问题

过程中不但能学到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有

助于形成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保

证在新情境中可以迁移技能和应用知识[25]。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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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问题导向思维也能引导学生自主寻求解决

问题的方法，帮助学生养成持续思考的习惯，掌

握理性思考的方式，帮助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的

进一步提升。 

    创客教育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所以培养问

题导向思维是创客教育价值理念的核心。问题导

向思维培养弥补了传统教育模式将知识与实践

相分离的缺陷，使学生从现实情境中学习，将知

识和技能直接迁移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从而

培育出具备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综合实

用型创新人才。创客教育与传统教育在设定问题

情境的方式上不同，所以具体问题以及解决步骤

不一定有规律可循，但这种与现实更加贴近的动

态情境更具现实意义，也能让学生真正学会自主

学习与独立思考，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二)“干中学”方式 

    “干中学”即在实践中学习，它是指在生产

和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和技术外溢[26]。创客教育是一种高阶学习形式，

学生消化和思考从教材和课堂中获得的知识，并

在实践过程中发挥创造力，运用所学知识实现更

有价值的目标。创造的过程不仅是对所学知识的

重复，学生还可以在过程中发现新问题，不断尝

试自主解决问题，获得从教材和课堂上无法学习

到的新知识，这个过程就是将知识真正转化为创

造力的过程，其中就体现了“干中学”的思想[2]。 

    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产生效益需要前期投

资。其一是内生途径，即通过接受学校教育或者

培训对成熟的知识和理论进行系统学习，以达到

提高人力资本的目的；其二则是外生途径，即利

用已经掌握的知识，通过“干中学”方式不断积

累经验以提高人力资本[27]。依据边际报酬的投资

规律，人力资本可分为边际报酬呈递减状态的同

质型人力资本和边际报酬呈递增状态的异质型

人力资本两种[28]，其中异质型人力资本拥有更高

水平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

决策能力。除了个体独特的内生禀赋外，持续的

“干中学”方式也能促进学生自发地学习成长和

创造价值，这正是创客教育实践的方向和目标。

与此同时，知识的学习和转化并不是简单的等价

交换，其中还存在着一定外溢效应[29]。学生在学

习编码化知识的过程中，通过思考和内化以掌握

隐含的经验和知识，知识的外溢会产生一种正向

联系，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聚集[26]。创客

教育也存在类似的外溢效应，学生在进行创客活

动时会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在不断尝试中积累知

识和经验，从而带来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最终实

现人力资本的增值。 

    建构主义中的社会文化认知观点认为，知识

与学习都是嵌入在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不同的社

会实践活动都是知识的来源[30]。现代教育理念强

调知行合一，即学科理论知识与技术具体实践的

和谐，以及人的培养与知识技能教学的和谐。创

客教育通过“干中学”方式搭建“知”与“行”

之间的桥梁，它满足了学生未来发展的现实性需

求，充分实现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参与者角

色，从而促进实践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知识传递模

式的转型。 

    (三) 快乐教育精神 

    创客是一群出于兴趣和爱好，努力把各种创

意转变为现实的人[31]，它的起点是智慧的集中，

在创造过程中通过不断尝试、修订，设计出符合

自己想法的作品。创客教育重点培养和发展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而快乐教育可以给予

学生更多的自由和选择，还原学习的乐趣，呵护

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使其听从内心最真实的声

音，享受创造的氛围和环境。这种快乐的体验会

持续地引导学生热爱学习、自主探索，并将创客

教育的创造、实践、分享真正地融入实践活动  

之中。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分

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

自我实现需求等五个层次。学生体会到的知识价

值以及与他人分享的过程，反映了对自我实现和

获得社会认同的追求。然而在传统教育框架下，

教师常常将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与学生的

发展程度划等号，而不是将教科书知识看作学生

发展的条件，知识的教条性和答案的固定性禁锢

了教师的思维，程式化的授课方式又压抑着学生

的创造力发展[32]。创客教育将学生从传统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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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中解放出来，学生不仅可以寻求自己的学习

驱动力，而且可以在创新创造过程中学习到更多

的知识，获得更高层次的心理满足，这是快乐教

育精神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快乐教育精神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同

时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斯宾塞认为，世界上最

好的教育在本质上都应该是快乐的，教育应当

以人为本，反对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方

式[33]。只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体验成功的快乐才是真正

的教育[34]。以往研究认为，教学的效率与学生从

事学习过程所能够获得的满足程度正相关[35]。因

为学生在快乐状态下，思维也会更加活跃、发散

和开阔，很多创造性的想法就会被激发出来。创

客教育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对学习的信心和成就

感会增强其求知欲，这种旺盛的知识需求才是学

习的正确动机。 

    三、价值理念之间的联系 

    创客教育倡导将创造、实践、分享作为培养

目标[11]。问题导向思维是创客教育价值理念的核

心，它推动创客教育从结果导向向目标导向转

变。“干中学”方式是创客教育价值理念的基

础，它倡导在实践中学习，及时发掘现实需求，

最终促进知识向生产力转化。快乐教育精神是创

客教育价值理念的支柱，它通过塑造快乐氛围激

励学生自主学习、持续学习、主动学习。在开展

创客教育过程中，我们当以培育问题导向思维作

为出发点，通过“干中学”方式落实学生的创

意，并在教育全程贯彻快乐教育精神，这三者之

间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 

    问题导向思维是创客教育的核心，它倡导学

生在实践中独立解决遇到的问题，从而掌握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反思问题以及动手操作的能  

力[24]。学生可以通过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来分析

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判断在转化过程中所需的

操作，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辩证思

维。问题导向思维是“干中学”的先决条件，形

成这种思维可以使主动解决问题成为可能。它通

过群策群力多元化分析来弥补个人思考时受主、

客观因素影响的不足，从而拓展学生的实践操作

能力。同时，问题导向思维又能反衬出快乐教育

精神的追求，它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思考问

题，从而激发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心。 

    “干中学”方式是创客教育的基础，它是从

学生需求出发，重视个人兴趣和现实价值，追求

实现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需要以

“干中学”为依托，从而搭建理论学习与实践应

用的桥梁。创客教育通过“干中学”方式逐步推

进和展开，这既是培养问题导向思维的基本方

式，也是快乐教育精神的有效实施途径。一方面，

“干中学”方式需要问题导向思维作为驱动力，

促使学生愿意独立动手参与问题的解决，增强其

自主性动机；另一方面，快乐教育精神透过“干

中学”方式融入创客教育，学生可以在动手实践

中不断加深学习兴趣和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 

    快乐教育精神是创客教育的支柱，它有助于

拓宽学生学习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只有快乐

教育才能使学生在无硬性压力环境下获得愉悦

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快乐教育精神可以为问

题导向思维提供有力支持，前者注重遵循学生的

身心发展规律，后者在形成过程中恰恰需要学生

从主动提出问题开始，进而促使其更加理性、客

观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一过程也是契合学生的

成长规律的。快乐教育精神也是“干中学”方式

的重要内涵，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脱离传统的

教条化束缚，通过“干中学”方式增强自身知识

储备和认同感，从而形成主动探索、终身学习的

良好习惯。 

    四、讨论 

    创客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猛发展，这充

分展现了创客运动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前景。创

客运动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将演变

成未来发展的持续性动力。我们将创客运动引入

教育领域，从而为学生提供利于创新创业的环

境，给予自由思考与探索的空间，培养研究兴趣

和创造力，这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也满

足了社会对创新性人才的渴求。创客教育是以创

造与分享为主要目标的教育过程，它以培育大众

创新精神为导向，着力贯彻问题导向思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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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方式、快乐教育精神等多重价值理念，将

原有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这对教育

模式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教育界

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理应承担起相应

的责任，积极开展多元化的教育方式，为“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更多的新鲜血液。要想创

客教育有效地落实到实践之中，就必须正确且全

面地认识其价值理念，进而指导从传统教育向创

客教育改革的实践。在实践推进过程中，还要积

极在课程体系改革和教育系统重塑等方面探索

新思路和新途径，通过持续有效的创客项目建

设，解决传统教学在课程内容和结构上的僵化问

题，从而带动整个教育体系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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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 and idea of mak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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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ker education is a new type of education mode aiming at cultivating innovation talents, which 

integrat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heres to the notion of “open and innovation, exploring and experience” 

and takes learning in doing as the major learning method. Maker education is also a popular education 

aiming at innovation and sharing, sticking to the notion of people first and improv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hree-layer value of maker education, including taking problem-oriented 

thinking as the core, taking learning in doing as the base, as well as taking spirit of happiness education as 

the pillar. These three-layer valu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joint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ducation practice. 

Key Words: maker education; value and idea; problem-oriented thinking; learning in doing; spirit of 

happines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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