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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从微观层面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较少，高校教育工作者多着眼于宏观政策的

方向指导，却没能从本质上去理解创新的本质内涵，从而没能从根本上去解决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

提升的问题。在学生发展立场与人本主义学习动机理论相印证的驱动下，创新能力的形成有两点核心

要义：一是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需求，二是对既有知识的合理化运用。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立足

于创新能力的核心要义，通过正确引导价值取向、鼓励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激发求知精神和加强日

常教育引导等方面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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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

会议中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并提出人才培养目标：到 2025 年，在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

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 2030 年，在主

要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

有一批开拓者；到 2035 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

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

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党和国家在人才培养

目标中着重突出创新人才这一发展方向，高校又

作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高地，大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不可否认的是，高校

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仍存在着创新意识教

育不足[1]、创新教育没有与各学科专业的特殊性

相结合、缺乏创新文化氛围等问题[2]。这些问题

反映了高校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还未针对

全体大学生群体深入实施，在横向和纵向上均未

得到充分发展。 
    另外，近年来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

多集中在政府政策保障、资金支持等宏观层面[3]

和院校的管理体制、学科系统、师资队伍等中观

层面[4−5]，而从创新的形成过程、创新能力的核心

内涵等微观层面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

较少，这也就导致教育工作者虽然受宏观政策的

教育方向引导，但是没能从本质上理解创新的形

成过程，缺乏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理念，

从而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

提升的问题。鉴于此，为促进大学生创新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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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实施，高校教育工作者应提高对大学生创新

能力的重视程度和加深对创新能力的实质性问

题的认识，从而从创新的形成理论去引导大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 
    一、创新在教育及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一) 创新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创新并不意味着从无到有，其依赖于研究现

有的解决方案，并提出一个新的假设去检验。而

且，创新鼓励教师和学生探索、研究和使用所有

工具来发现新事物。创新涉及看待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不同方式，包括找到更好的行事方式和看待

问题的新方法。创新的思维过程将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创新促进

教育，能驱使学生用更高层次的思维去解决问

题。同时，教育只有创新才能不断发展，取得突

破。只有不断进行教育创新，才能造就一大批创

新型人才，为国家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因此，高校作为文化高地及创新创

业人才的培养高地，需要重视对大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 
    (二) 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勤劳可以致富已在中国改革开放

初期得到验证，但创新创造财富却是进入 21 世

纪以来国人形成的共识。因此，在国家发展中，

创新越来越受到重视，被逐渐提升到重要位置。

2005 年，中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建设创新型

国家作为国家战略。2016 年，《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纲要》提出，到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

行列、到 203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

标。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创新的重要

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会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

一驱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要坚

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6]。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再

次强调了创新是第一生产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这一系列目标、策略的形成都体现着

创新驱动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国家竞争就是创新竞争”，在当前中西方

激烈竞争的大形势下，西方真正担心中国的是什

么呢？《华盛顿邮报》十年前曾有篇报道说：不

是中国 GDP 的飞速增长，而是在北京中关村一

些咖啡店里，每天都坐满了喝咖啡、谈创意、创

新、创业、专利这些新概念的人。媒体表示这让

人想起几十年前，年轻时期的比尔·盖茨与乔布

斯都是美国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纵观近几年

中美贸易大战的焦点之一—— 专利等知识产权

之争，在此过程中我国也正在从知识产权大国向

知识产权强国迈进，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国家对

于创新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视，因此，中华民

族要伟大复兴，走在大国竞争的前列，实现国家

从“制造”到“智造”的完美转型，创新必然是

唯一的选择。 
    从国内和国际发展形势可以看到，创新已成

为当今乃至未来国家及世界发展必不可少的主

题。可以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并且，一个国

家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国家对人才创新能力的培

养。因此，激发中国人的内在创新，提升人才的

创新能力，将成为中华民族未来参与全球竞争的

必胜法宝。 
    二、创新能力核心要义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02 年公布的

《核心能力测评大纲—— 创新能力(试行)》的定

义，创新能力是“在前人发现或发明的基础上，

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发现、发明

和新的改进革新方案的能力”，其特征主要有敏

锐性、批判性、开拓性、新颖性和独创性。目前，

国内教材对于创新能力的一般阐述是指创新者、

创新团队、创新机构乃至更大的经济或社会实体

进行创新的能力；创新能力是人在顺利完成以原

有知识、经验为基础的创建新事物的活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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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的潜在的心理品质，其特征主要有综合

独特性和结构优化性。姜丽华等[2]认为创新能力

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由多种要素构成，如创新

的知识基础、逻辑与非逻辑思维能力、创新实

践能力以及个人的动机、信念等。由于不同时

代背景和不同领域的影响，目前人们对创新能力

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也没有统一的概念。 
    根据人本主义学习动机理论的经典代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缺失

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两大类：未被满足的需要是

行为的主要激励源，缺失性的需要一旦得到满

足，动机强度就会降低；而成长性需要却是永不

满足的。大学生创新能力不是在一朝一夕，简短

的一次活动、比赛中就能形成的，更不会在唯分

数论的教育模式中成长。创新能力的形成是循序

渐进、持续发展的过程，它的发展动力应是源于

一种不断满足、永续发展的目标取向。因此，在

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中，应引导学生追求求知与

理解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成长性需求，使

教育价值趋向终身学习及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止

于一次作业、一次考试。因此，站在人的立场，

以人为本，以人文发展为参照，可将创新能力的

核心要义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对于改善生活条

件的迫切需求，对应于缺失性需求；二是对既有

知识的合理化运用，对应于成长性需求。 
    (一) 创新能力核心要义之一：对于改善生活

条件的迫切需求 
    人类从自然火中尝到熟食的味道，这引导人

类学会合理使用火，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人

类的身体条件也得到革命性的提升，推动着人类

由原始人到智人的演化过程，这是人类最初的创

新。后来人类的许多发明，也都体现着对更美好

生活的向往，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灯、留声机等极

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提高了人类的生活

质量。好奇心的驱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

求，引导人类不停向前进步。 
    从古代至近现代，陶瓷、酿酒、丝绸、砖瓦

水泥、汽车、飞机、冰箱、空调、收音机、电视

机等的发明都不仅改善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是科技的创新，极大

地推动了当时科技的发展。即使是在生活水平已

经得到很大提高的今天，对生活条件改善的动力

也依然是驱使我们创新的动力，例如智能手机、

电商平台、智能家居的出现也促进了信息技术

(IT)、人工智能(AI)以及数字经济等的快速发展。

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

化的，包括我们的生活条件。倘若止步于当前的

生活水平，缺乏对生活条件改善的动力，将导致

社会创新乏力，等待我们的将不仅仅是没有进

步，还有可能是使人类走向没落的结局。人类发

展需要创新，而创新的驱动源于对改善生活条件

的迫切需求。 
    (二) 创新能力核心要义之二：对既有知识的

合理化运用 
    在过去数十万年中，人类社会积累了大量的

知识，并在近几百年逐渐分化为多个学科。这是

人类智慧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产生的结果。随着

科技的进步，诸多研究能够更聚焦于某些领域的

核心问题，因此也就催生了当代自然学科的划

分。但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自然科学的

内在联系，特别是在后期教学中，学生或许会认

为学科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再加上老师缺少合理

的引导，“学”就仅仅是为“学”，导致了知识割

裂的结果。而现实往往是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大学

者，才能做出伟大的成绩。例如，经典物理学的

鼻祖牛顿，便是数学界的泰斗，他将数学知识与

物理学知识相结合，研究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因

此，创新的本质在于把知识整体化，再去思考它

们的联系和运行机制，才能产生创新思路，做出

伟大的创新。 
    其实，此创新形成机理已被运用到高校教育

教学中，一些高校教育工作者采用学科结合的教

育教学思路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

创新思维。比如，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在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学生素养培养中，通过将美学

与地图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综合培养学

生的专业素养，催化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提

升学生对地图美的感知和创造能力[7]。以上教学

案例为创新源于对知识的合理运用这一创新逻

辑思想在教育上的运用提供了参考，也为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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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思路。 
    三、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目前关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同专业学生创新能

力培养，如电子信息类专业、财经类专业及中医

药专业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二是人才培养

方案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如课程改

革、教学方法改革及培养体系构建等对大学生创

新能力的影响；三是从其他途径提升大学生创新

能力的方法，如从课题研究、学科竞赛及社团活

动等途径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目前相关研

究未能剖析“创新能力”的核心要义，主要侧重

“教育”对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而

忽视了人才培养策略的引导作用[3]。通过前文对

创新能力两点核心要义的论述及解析，基于理论

联系实践的原则，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采取一定

策略及措施，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并引导大学生

重视创新能力，才能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创新能

力，取得预期的成效。 
    (一) 正确引导价值取向 
    马克思的人学研究[8]表明，人的个性，是一

个人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行为的独特的综合。每

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个性，而且还必须使自己的

个性得到充分而自由地发展。所谓发展个性，就

是要在人的共同性的基础上，充分地让人的差别

性表现出来，从而使每个人都具有高度的自主

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个性是

创新的源泉。社会性是指生活在同一社会的人要

掌握与该社会相适应的行为体系。一个社会要发

展，就必须对它的社会成员提出一些基本的行为

规范，提出社会化的目标。一个人是社会的人，

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发展[9]。因此，教育不仅

要为人的发展服务，教育也要为社会发展服务。 
    教育应该使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的

发展。并且，人和教育都具有社会依赖性，因此，

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在价值取向上不能只注重

个人而脱离社会，而要做到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

一[10]。一方面，个人的能力受到一定社会发展水

平的制约，个人要立足于社会的需要，以社会对

人的要求为基础发展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人的

社会性决定了个人的创新价值需要其社会价值

来体现。但当今一些大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的价值

取向缺乏引导，往往将目标局限于个人成绩、学

分、奖项等个人利益，容易形成急功近利的心理，

局限了学生的发展目光，从而限制学生创新能力

的发展。因此，基于创新能力核心要义之一——

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需求的内在要求，高校

教育工作者需关注社会发展变化形势，注意根据

社会需要调节对人才的培养，并帮助学生将社会

需要内化为学生学习的价值取向，使大学生将个

人发展目标定得更长远，从而让大学生的创新发

展促进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带动大学

生创新能力的发展。正如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国民价值

取向的最好体现，这同样适用于现代大学生。 
    (二) 鼓励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 
    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无中生有”，一种

是对既有的规则的变革[11]：“无中生有”不代表

前期没有任何的基础和付出，而是对既有知识的

创新，并产生全新的事物；绝大部分的创新是对

既有的现存问题的不足提出的变更，因此也必然

与既有的知识或生产模式产生矛盾，然而创新通

常和包容差异的文化氛围紧密联系。如果总是对

学生强调同一个答案、同一种思维，何来突破和

创新？因而有不同立场的声音、不同意见的交

融，才能为思考者带来创新的想法。思想文化的

多元性发展又源于思维的活跃。突破思维定式作

为创造的多条引导路径和多种形式的激发条件

之一，就是通过激发否定性与批判性思维，突破

习惯性思维，从而产生新的思维路径[12]。因此，

基于创新能力核心要义：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迫

切需求的内在要求和对既有知识的合理化应用，

作为大学教师，特别是研究生导师，应该包容、

接受学生的多样性思考，并且要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尝试用不同的思路解决问题。比如，数学界

有个悖论，平面平行线的定义是永不相交的两条

直线，而另一种理解是交点在无穷远处，不同的

思路带来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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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激发求知精神 
    受传统灌输式和应试教育影响，教师常常单

方面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容易形成直接接受知

识和记忆知识的学习过程，而缺少主动思考知识

背后的原理、知识间的联系以及知识与现实事物

的联系的探索精神，这些所获得的知识通常也多

被用于应对考试，而且大多只是被原原本本的再

现出来，学生考完即忘，最终并没有什么收获。

大学生创新能力绝对不是靠背书背出来的。基于

创新能力核心要义之二：对既有知识的合理化应

用，创新能力不仅需要知识基础，更要有善于观

察、勇于发问的求知精神[13]。因此教师应减少向

学生单方面传授知识的教学形式，多向学生抛出

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索。然而，这些问题也

只是引导学生思考所用的例子，因为此时学生还

是被动地思考解决问题，要将被动地变成主动

地、随时随地能自发地产生问题，求知精神才得

以形成，创新的种子才得以生根发芽。 
    (四) 加强日常教育引导 
    创新与日常教育引导密切相关。创新能力的

提升，其实质在于人们在日常中对既有的知识的

综合运用和思考锻炼，在经常性地做出创造性活

动中提升创新能力。因此，基于创新能力核心要

义之二：对既有知识的合理化应用。创新的源泉

在于如何引导学生综合运用知识思考问题，并创

造出新生事物。笔者是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教育

工作者与从业者，在所熟知的行业和专业内，对

于地理知识，特别是与我们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

部分，也存在一些片面甚至于误解的地方。举例

而言，地球上的水，如何受太阳影响形成风、雨、

雷、电，水的蒸发与工业革命如何关联等看似不

太相关的事物，其实质都在于水分子的运动。如

果我们的大学生知道水分子同等质量下水蒸气

温度升高 1 ℃需要的能量为液态水的 30 倍，就

会明白近代人类第一次认识其巨大的能量传递

作用，并运用蒸汽机使人类进入机器工业时代的

原因。自然科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能够了解自然，

进而合理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动

力。师者，不仅是知识的简单传授，更是引导学

生将其所授之知识更好地利用，不仅用于了解我

们的世界，更能用于改造我们的世界。为了大学

生创新能力的有效培养，教师应注意加强日常教

育引导，在为大学提供多类型、多形式的创新竞

赛活动时，甚至在日常的课程中，加强对学生思

考问题的引导，做到创新环境的有效供给[14−15]，

让学生养成爱动脑筋的习惯。 
    四、结论及展望 
    综上所述，通过对创新能力的解析可知，对

于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需求和对既有知识的合

理化运用是创新能力的两个核心要义。为此，培

养大学生创新能力需从正确引导价值取向、鼓励

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激发求知精神和加强日常

教育引导四个方面入手。作为高校教师，尤其是

研究生导师，必须在自身对大学生创新能力认识

及提高的基础上，扩展大学生的视野，正确引导

大学生的价值取向，鼓励不同看法和意见的出

现，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培养知识综合应用能力

以及内在的创新意识，这才是高校教师对于大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理想目标及方式。 
    未来，自我创新、制度优势、人口成本将成

为中国创新能力走向世界之巅的三个引擎，而唯

有自我创新才是关键。教师不仅担负着知识传播

的重任，更是促进中华民族未来走向创新大国、

强国的强大力量。谁也不能确定下一个引领人类

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将在哪里出现，但在当前，

中央及地方政府大力投入研发，特别是投入基础

科学领域的研发之中。随着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

不断涌现，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迅速提升

必然将中国带向世界科技创新的前列，最终实现

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科教兴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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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fewer studi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from the micro level. College educators mostly focus on the direction and guidance of macro policies, 
they fail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innovation from the essence, and thus fail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cultivating and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driven by humanistic theory of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bility has two core essences: one is the urgent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other is the rational use of existing knowledge. Based on the core essences of innovation ability, 
college educators should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by guid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correctly, encouraging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stimulating the 
spirit of seeking knowledge, and strengthening daily education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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