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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12月，由林崇德教授主持的课题“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被批准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于2007年11月结题。
该课题分别从心理和教育领域，理论和实践层面，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创性地、系统地探索了创新
人才的核心能力、创新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我国学术领域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年来，我们课题组从七个方面对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
有启发性的结果：    1.创新人才及其培养的理论思考    该子课题着力探讨了教育创新的内容和途径。
在教育创新内容方面，探讨了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的创新、教育管理模式与体制的创新、课程体系和
教材内容的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教育评价的创新、教师教育的创新；在教育创新的途径上
，探讨了理论的创新与宣传、教育创新方案的实践检验。
    2.创新型人才效标群体特征的研究    该子课题首次采用效标群体的研究方法，对34位科学家(院士)
，16位社会科学学者和22位艺术家进行了深入访谈，探索了创新拔尖人才的思维特征、人格特征、成
长历程和创造性成果的获得过程。
据此构建了创造性人才的特征模型，科学地揭示了创新人才的心理特征。
    3.创新人才测量工具的编制    根据创新人才效标群体的调查结果和有关创造性研究的近几年国际上的
最新文献，编制了基于中学生为被试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量表》和《创造性人格量表》。
在全国的六个地区进行了全面正式试测，结果表明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效度。
该量表的编制为鉴定创新人才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同时也为我国建立创新人才测评体系奠定了
基础。
    4.中外青少年创造性跨文化对比研究    该子课题进行了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青少年创造性的跨文
化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国家青少年创造力的显著差异不在水平的高低，而是在创造力不同类别
上。
如对中日英三国学生的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在问题提出和科学想象能力上高于英日学生，但是产品设
计和产品改进的能力较低；中国学生的思维流畅性和灵活性水平显著高于英日学生，但中日学生在独
特性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更突出表现在创造性人格类型的差异上。
这对我国学校如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创造性人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学校教育中的创造力培养实践    我们始终将在学校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作为研究的重要问题，
因此该子课题在了解中小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学校的主体(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学
生)、学校的客体(校园的物理环境、校园的文化氛围等)及其相互作用，分析了学校里影响创造力培养
的因素，检验了教育创新的理论，提高了实验学校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素质。
    6.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创新    该子课题组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课程改革在一
个比较高的水准上推进，在小学的语文、英语、信息技术三个学科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使小学生在综
合能力、学科知识、创新思维等方面均有显著改善。
该研究把以计算机及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与情感激励工具、学习
环境的创设工具，并将这些工具全面地应用到各学科教学过程中，促进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的变
革，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7.创造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创造性人才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创造力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心理健康水平高的大学生，其创造力水平
也高，与心理健康水平低的大学生相比有显著差异。
干预研究表明，对中等程度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使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恢
复到正常状态后，可以提高其创造力的发挥水平。
     此外，我们在国内外核心杂志上发表了22篇研究报告及论文，著作26本，提交了10篇研究咨询报告
，2007年10月召开了课题成果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因此，本课题在教育部主持的最终成果鉴定中，经全体鉴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鉴定，并被确定为优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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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创新人才及其培养的理论研究　　一、创新人才培养：时代的要求　　创新已经成为世
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主题。
各国的领导人对创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创新视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各国政府则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推动和促进创新。
专家学者们也纷纷撰文，探讨创新的概念，鼓吹创新的意义，寻求推进创新的途径。
一般的大众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创新，力图为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
创新人才培养成为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任务。
　　（一）培养创新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期。
进入21世纪后，知识经济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一个国家知识经济的规模和质量，将决定它在国际竞
争中的地位。
在知识经济时代，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不再是传统的资源、能源和资本，而是新的知识、技术、
工艺和新的价值观念。
社会的主导型支柱产业也不再是能源、钢铁、农业，而是各种高新技术产业。
在知识经济时代，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的价值观念将成为关键性的战略资源，成为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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