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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纪即将过去，而充满希望的新世纪又将来临。
　　我们究竟将把什么样的教育带入新世纪?中国的教育在新世纪将面临如何的使命?回顾历史的进程
，瞻望未来的发展，在世纪末关于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当我们把知识经济时代和教育发
展关联思考之时，创新，作为新世纪的教育使命，成为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本书围绕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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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围绕知识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发展，讨论了有关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信息技术、信息技
术与教育变革、基础教育与创新教育、教师培训与学生培养、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涉
及了时代发展与教育变革的诸多方面。
所有的讨论都着眼于开放和建设性的探索，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思考空间和时间。
广观点也许不尽相同，但激烈的辩论恰以其勃勃生机和活力营造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应有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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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学会创造--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教育教育研究要对教育实践有所贡献，教育要适应并促进知识
经济社会，教育研究就必须首先实现自身在观念、内容和方法上的创新。
必须认识到，教育创新的根本性前提不在教育的局部环节，而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制度和文化，作为
教育决策者，有必要与教育研究者、教育实践者密切合作，将知识经济对教育发展的要求转化为切实
可行的教育政策。
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　　吴　刚　郑太年有宝华／19知识经济的特征及其带来的社会转型和时代挑战
，要求我们重新对人的特性、新经济增长方式与创新人才的内在关系、国民素质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
关系进行深入思考。
其中创新人才的定位、创新系统的层级关系，以及教育、科技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实证性分析，
证明教育创新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在教育创新的实施中，教育的制度创新、过程创新和创新教育尤为重要。
建立教育发展的创新体系　　袁振国／69教育需要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根本目的，以能否有效地培养
创新能力为衡量教育成败的最高标准。
教育制度的创新要为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开辟道路，要为创新能力的培养营造氛围。
面向知识经济的教育发展战略　　陈永明／78学校教育面临市场经济冲击、知识结构更新、未来生存
危机的三大挑战，因而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应在保证义务教育和重点大学教育质量的同时大力兴办后期
中等教育，即“抓住两头放开中间”。
可采取的对策是：（1）大力振兴民办教育；（2）创办“国民教育网络大学”；（3）成立“国家教育
审议会”。
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化　　周　勇／90合理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财富创造方式的现代化，而且还
体现在经济主体（国家与个体）对创造财富与人自身存在价值的关系的理解上，因此，当教育与经济
发展的合理化进程由于知识经济作为中介而实现相互作用时，知识经济的内涵应界定为：以融科学与
人文于一体的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与之相联系，教育也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合而为一。
中华民族文化与当代教育创新　　黄书光／103当代教育创新并非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简单。
否定，而应该进行反思性探索，对于其中仍具有生命力的精髓应予以肯定，并结合新时代精神进行创
造性的“古今汇合”和“中外融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创新之路。
信息技术与教育变革信息技术与创新教育：技术哲学观的透视　　祝智庭当前国际教育界出现了一种
以教育信息化。
促进教育改革的发展动向，即在教学过程中广泛运用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讯为基础的现代化信息
技术，促使从教学方法、教材内容到教学模式、教育观念及至教育形态的一系列变革。
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技术发展　　张际平／127随着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
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必定会对教育技术学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其中最主要的研究热点是：课
件开发、多媒体教育应用、网络教育应用和计算机教育。
知识经济与学习革命　　高　文／134新世纪即将来临，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经展现。
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旨在培养创新精神的21世纪教育必然是以人的终身学习为基点的。
学习应是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个人、机构、国家、社会、人类进步的重要机制。
基础教育与创新教育课程改革与创新的行动策略　　丁钢／149课程改革的创新，必须树立“以学生发
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在行动策略上，应从课程的结构、课程的内外部关系、课程的创新机制着手，学校是课程创新的主体
。
全面质量管理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赵中建／156教育全面质量管理是90年代引入学校管理的一种改
革措施，其关键所在是树立“消费者中心”的观点。
将全面质量管理引入课堂教学活动，有助于形成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有助于确立以学习或学生为教
学中心的观念，从而有利于“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目标的实现及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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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与学生培养发展教师的研究精神　　潘剑芳／165要改善教师的质素，教师不单需要大学文凭
，而且需要改善提倡教师研究精神之师资训练课程的水准，以及教师不断进行专业发展，成为一生不
断的学习者。
知识经济呼唤教育的个性化　　郑金洲／178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忽视创造力的培养甚至扼杀了
人的创新精神，而灵活多样、个性化恰恰是滋生创造力的土壤。
要实现教育的个性化，应该有一种个性化的教育观，要把富有个性、创造性的人才作为教育的培养规
格标准，使教育适合个体发展的需要。
知识经济与大学生个性发展　　黄宝琼／191知识经济对未来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个性品质
成为诸因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个体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条件。
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校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大学校园缺乏生机与活力，过多的束缚，导致大学生的个性
发展不足，潜在的创造力难以发挥。
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知识经济与研究生教育制度　　钟启泉／205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挑战，研究生教
育的整顿、充实与弹性化成为教育政策的重要支柱。
进入“211工程”的大学，理应朝“研究生院化”的方向迈进，即倡导“研究为本”，提高自身的学术
水准，以取代一般大学“本科为本”、“教学为本”的运作方式。
高等教育创新体系的建构　　唐安国　刘勤勇／212高等教育创新系统可分为几个层面：观念、理论层
面，物质、技术层面，组织、制度层面和教师、管理者层面。
它们之间紧密联系，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而且各层面自身还直接。
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正是在这种流动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创新系统实现着自身不
断的发展。
体制创新与高等教育　　房剑森／224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将处于社会的中心。
而高等教育只有进行体制创新，才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和引导、改造未来社会。
高等教育的体制创新，应坚持多样化的发展目标，一方面，通过“双轨制过渡”实现体制的变革；另
一方面，通过知识经营手段的运用和中介组织的建立，提高高等教育的市场适应性。
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是制度性发展，通过结构弹性的增强和制度重建工作，加快依法治教进程，保障
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理念　　张民选／252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工人”--知识的生产者、
传播者和运用者--在经济生活、企业产业中的比例，将会影响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
和幅度。
尽可能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而增加就业人口和居民人口中科技人员的
比例，是保障一个国家顺利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增长的前提条件。
关于“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的对话--“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研讨会”纪实　　丁钢整理／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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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受伤害的就是人的创新能力。
所以怎样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管理根据人的发展的需求，根据事情发展的需要作出灵活的
调整，是急需探索的。
为创新能力的培养营造氛围　　1．为个性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校园文化　　如同平庸蕴涵于标准化
之中一样，创造性蕴涵于个性之中。
个性的发展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环境，个性是在与他的生活环境相互刺激的过程中形成的。
环境如果不断刺激一个人作出主动的、独特的反应，为他提供个性发展的机会，他的个性自然会得到
较为充分的发展。
反之，如果环境总是对个体富有个性的、独创性的表现作出否定的反应，一个人的个性自然就会收敛
，甚至被剪灭。
要创造一个整洁的校园环境、标准的行为规范、一致的体操动作、统一的穿着服装并不难，难的是整
洁当中有变化，标准当中有自由，一致当中有特色，统一当中有个性。
一个好的校园环境应该是鼓励人们标新立异、有利于人们自由表现的宽松的文化氛围。
　　2．民主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影响学生成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息
息相关的问题。
传统教育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人格关系，教师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教学内容的制定者和学生成绩的评判者，而且是真理的化身和绝对的权威。
在教学中，教师是主动者，是支配者，而学生是被动者，是服从者。
教师、学生、家长以致全社会都有一种潜意识：学生应该听从教师，听话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教师应
该管住学生，不能管住学生的教师不是好教师。
师生之间不能在平等的水平上交流意见，甚至不在平等的水平上探讨科学知识。
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下，不要说学生的创新能力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展，甚至正常的人格也难以得到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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