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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文化

阻力及个性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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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长期以来 ,创新型人才培养困扰着中国人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透视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本特征 ,是群体本位、伦理主义、重人际关系、保守性、缺少历史感和超越感 ,这种中国传

统文化模式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中国人必须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模式 ,建立以追求个体

自由、个体意识、个体本位为核心 ,倚重理性、科学、主体意识、情感、个性、创新精神的现代文化

模式。扬弃的方式是建立针对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启蒙机制。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理念是个性化

培养 ,此理念要求教育目的从群体化到个性化、教育内容从给定式到选修式、教育方法从授受

法到启发法、教育评价从排名导向到素质导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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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ve talent s t raining has plagued Chinese people for a long time. From t he angle

of cult ural p hilosop hy , t 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 raditional cult ure include depart mental2
ism , moral p rinciples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 conservativeness , and lack of historical and sur2
mounting sense. It has been hindering t he innovative talent s t raining. Chinese people must sublate t he

t raditional mod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stablish modern cult ural pat terns , wit h individual f reedom ,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individualism as the core , and relying on rationalism , science ,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 emotion ,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spirit . It is a change for cult ural enlightenment at a

deep level .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innovative talent s t raining is individuation cultivation , which re2
quires changes of educational aim f rom t he group s to individuation , educational content s f rom a given

type to t he elective2style , educational methods f rom instillation to heuristics , and educational evalua2
tion f rom sequence2oriented to quality2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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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型人才培养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

个课题。目前 ,教育界对创新型人才的认识多数

是从教育内部来认识 ,较少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认

识 ,而实际上从文化视角认识创新型人才能从整

体上看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问题 ,更能从教育的

外部认清教育的本质。正如顾明远先生认为 ,只

有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才能了解中

国教育的特质 ,才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教

育改革[ 1 ] 。所以 ,从文化上对创新型人才的认识

有极其独特的意义。

一、创新型人才的内涵

目前 ,中国学术界关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文

章很多 ,但关于创新型人才内涵的文章并不多 ,后

者主要是从两方面论述的 :一是从单一创新要素

来定义创新型人才 ;二是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

凸显人的创新精神。第一种是较少学者的论述 ,

这些论述强调了创新对人才的重要性 ,但忽略了

人的全面发展 ,具有片面性 ,笔者对此不再赘述。

第二种是多数学者的论述 ,是在人的全面发展基

础上凸显人的创新精神 ,较为全面。

钟秉林、澹凡忠和文红欣是第二种论述的代

表人物。其中 ,文红欣[ 2 ] 的认识最为全面且基本

概括了前两位学者的观点 ,笔者以她的观点为主

并借鉴前两位学者的观点 ,认为 :创新型人才指具

有创新素质 ,并能够取得创新成果的人才 ,创新型

人才的创新素质主要包括具创造性的意识、思维、

知识、能力和人格 ,在意识方面外在地表现为强烈

的创造欲望和冲动 ,内在地表现为强烈的主体意

识、竞争意识 ;在思维方面 ,表现为求新、求异、求

变、求奇的素质 ;在知识方面表现为主动占有前沿

知识的素质 ,追求深化专业知识与广博文化知识

的素质 ;在能力方面 ,表现为具有较强的观察能

力、发达的智力、记忆能力、丰富想象能力和较强

操作能力的素质等 ;在人格方面 ,表现为积极的人

生价值观、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自由发展的

个性、求实的态度、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坚韧的

意志、丰富的情感、浓厚的兴趣等 ;在创新成果方

面 ,即为较强的研究能力 ,独立取得一定创新成果

的能力。

创新型人才的内涵是从人才培养的内部条件

角度来论述的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外部条件即文

化条件更为重要 ,尤其在中西传统文化的对比中

更能说明问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深受中西方学者

的关注 ,为了深层地揭示文章的主题 ,在文化哲学

的视角 ,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稳定的生存方式 ,

支配着个体的生存和社会的运行。文化哲学中的

文化不是与政治、经济、科技等并列的文化而是内

在于人的一切活动当中 ,影响、制约人的行为方式

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它具有潜在性、抽象

性、无所不在性等特征。衣俊卿先生综合中西方

学者的观点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以下三个基本

特征 :

第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或本质特征

是群体本位 ,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的个体

本位 ,中国文化精神中缺少独立的个体自由和个

体意识 ,而这些恰是西方文化的核心 ,个体本位和

个体自由是现代人的本质生存方式。

第二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主义特

征 ,它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胜过对自然或人与自然

的重视。这种伦理主义特征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群

体本位的本质特征相联系 ,它就具有很大的消极

性 ,因为 ,在群体本位文化中 ,人同自然以及人和

人的分化尚未达到理性的自觉 ,人的生存缺乏个

体意识和个体自由。

第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保守性和“以过去为

定向”的特征 ,是一种经验主义文化模式。这种文

化缺少自觉征服自然的精神导向 ,支配人的生活

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是传统、经验、常识、习惯、自然

节律 ,而不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所倚重的理性、科

学、自由、主体意识、创新精神 ,具有消极性和保守

性 ,缺少历史感和超越感 ,受这种文化模式支配的

社会缺少内在驱动力和发展的活力。[ 3 ]

衣俊卿先生深刻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群

体本位、缺少独立的个体自由和个体意识、伦理主

义、人际关系、保守性、缺少历史感和超越感的说

法并系统地进行了论述。西方传统文化是以追求

个体自由、个体意识和个体本位为核心 ,倚重理

性、科学、主体意识、个性、创新精神具有历史感和

超越感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

三、中国传统文化阻碍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

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有两个启示 :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正好相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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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传统文化阻碍创新型人才培养。为了更好

地理解第二个启示 ,需要具体分析中国传统文化

的三个特征。

第一 ,群体本位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导致当个

体的观念与行为与群体规范一致时 ,个体就得到

认同 ,反之 ,则遭反对。这样个体只要保持、遵守

原有的体制和价值规范就可以了 ,缺乏创造的渴

望和冲动 ,缺少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儒家民本

思想中的“人”、“民”主要指整体的人 ,是以家庭、

国家、民族、社会为单位的人类整体 ,很少强调个

体的自我意识 ,个体的意识要从属于、依赖于群

体。[ 4 ]因而 ,个体应该是遵守原有的 ,保持相同的、

平稳的 ,很少会求新、求变、求奇。这些都与创新

型人才的内涵相矛盾 ,所以 ,群体本位的文化阻碍

了创新型的人才的培养。

第二 ,伦理主义特征的传统文化几乎渗透在

中国人的所有生活之中 ,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 ,它

是一个重礼节、讲人情的文化。正如《论语 ·颜

渊》中说“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

动”,这种以重礼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在日常生

活就表现人情化 ,它很消极 ,渗透于社会各种层

面 ,在培养人时更加照顾亲属或者关系较近的人 ,

选人的标准不是人的真实的能力 ,而是关系的远

近 ,人们处事时不是按照理性、法制的契约 ,而是

按照人际关系等等。这种对人情关系极端看重 ,

排斥那种不顾人际关系只注重于事物创新的人 ,

以伦理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也阻碍了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

第三 ,保守性为特征即以过去为定向的传统

文化所支配的社会缺少内在驱动力和发展的活

力 ,支配人的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是传统、经

验、常识、习惯、自然节律 ,这种文化背景下生存的

人 ,依靠传统、经验、常识、习惯和自然节律等东西

已经能够很好的生存 ,能应对生活中所遇到的各

种问题 ,既然如此 ,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创造呢 ?

正如科西克所指出 :人们的活动和生活方式转变

为本能的、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和不假思索的活动

和生活机制 :事物、人、运动、工作、环境、世界不是

按照创造性和环境加以理解 ,它们没有被考察和

被发现 ,而只是存在哪里 ,被当做存货 ,当做已知

世界的组成部分。[ 5 ]《汉书 ·董仲舒传》说“天不

变 ,道亦不变”,它准确的概括了保守性的传统文

化 ,既然什么都是不变的 ,那么人们只是拥有学

习、模仿及应用的能力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去

变。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性发达而创新性

缺乏 ,以保守性特征的传统文化就阻碍了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

四、文化转型 :破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

养的文化阻力

既然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创新型人才的培

养 ,那么 ,创新型人才培养需要怎样的条件呢 ? 实

际上 ,只有人具备创新型人才的内部条件 ,并与外

部的文化环境相契合才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创

新型人才培养需要怎样的文化土壤呢 ? 由上文可

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正好相悖 ,中国

传统文化阻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已经暗示了西

方传统文化更适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根据中国传

统文化三个基本特征 ,可知西方传统文化是以追

求个体自由、个体意识和个体本位为核心 ,倚重理

性、科学、主体意识、个性、创新精神具有历史感和

超越感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 ,受这种文化模式支

配的社会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发展的活力。这种文

化包含两大主导精神 ,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 ,前

者主要指实证化的科学技术 ,后者强调人的主体

意识、参与意识和创造性 ,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

展作为人的活动目标和历时进步的尺度。[ 3 ] 在这

种文化背景下生存着的人 ,有着个体自由、个体意

识和个体本位的特征 ,他会在群体中创造不同 ,彰

显个性 ,运用理性 ,追求科学 ,以达到个体的自由

和超越 ,因此创新是与西方的文化精神契合在一

起的。创新对于西方人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不

仅在以艺术、哲学为代表的非日常生活领域中起

着重要作用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创新就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就如同人的习惯一样 ,

无时无刻地影响人 ,支配人。总之 ,在某种意义上

讲 ,西方文化就是创新型文化 ,孕育了西方人较强

的创新精神 ,更适合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它在一

定意义上就是现代文化 ,因为它以技术理性和人

本精神为主导精神。

要突破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文化阻力 ,中

国人必须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并借鉴具有创新精神

的西方文化。其实 ,西方文化也有缺陷 ,那就是缺

少丰富的情感要素。而情感因素对创新型人才培

养具有积极作用 ,因而 ,创新型人才的内涵需要丰

富的情感要素 ;文化具有属人的特征 ,现代人应该

是具有丰富情感的人 ,对于没有情感的人 ,他们不

知道怎样生活才能幸福。在传统西方文化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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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情感要素就是现代文化模式即以追求个体自

由、个体意识、个体本位为核心 ,倚重理性、科学、

主体意识、个性、情感、创新精神的文化。现代文

化就是创新型文化 ,能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丰

富的文化土壤 ,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土壤 ,对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只能是枝节性的、片面性的。如果中

国要全方位的培养创新型人才 ,那么 ,实现中国传

统文化转型 ,建立现代文化是必经之路。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方式是文化启蒙 ,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很多学者例如陈独秀﹑胡适

等都在研究它。衣俊卿先生认为那次文化运动只

是表层文化启蒙 ,现代中国人必须进入深层文化

启蒙 ,他从三个层面提出了深层文化启蒙的理论

和方法 ,第一层面指以理性的和人本的现代文化

对民众进行启蒙 ;第二层面是指民主化、理性化和

法制化 ,即建构起非日常活动领域中的超日常的

社会运行机制 ,为自由自觉的非日常主体的生成

提供适宜的条件[ 6 ] ;第三层面是农民进入城市接

受开放的和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生活方式。

五、个性化培养 :文化转型视野中的教

育理念

现代的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有两个方面 :一是

教育能传承现代的文化精神 ;二是现代文化需要

教育本身改革。但第二方面应是教育工作者主要

关注的。在教育方面 ,当前群体本位和保守性特

征的文化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群体本位使

学生按照统一的规格 ,抹杀了学生的先天个性差

异 ;保守性特征认为教育内容即知识是不变的、忽

视了应该对给定知识的超越、即忽视了创新的特

征。两者共同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现代

文化精神指引下 ,个性化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文

化精神 ,应是当代的教育理念。教育改革必须打

破原教育理念中的社会属性的统一规格观 ,必须

建立个性化培养的理念 ,这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重要出路 ,实现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

育评价的个性化转变。

(一)教育目的 :从群体化到个性化

受群体本位为特征的文化影响 ,中国的教育

目的具有较强的社会工具性色彩 ,这集中表现为

强烈的意识形态 ,以及缺少对个体意识和人的主

体性精神的关注。这种缺少使培养出的学生都是

统一规格化 ,抹杀了人的先天个性差别。1993

年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提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 ,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自觉服从和服务

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7 ] ,此

文件反映了当时中国综合国力还不够强 ,国家需

要大量人才和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强烈的决心 ,这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解决

来看 ,它过多强调对社会的贡献 ,而缺少对人的个

性特征和动机特征的关注 ,抹杀了学生的情感、兴

趣、特长等个性差别 ,导致培养出的学生都统一模

式化。上述后果就是教育目的的群体化。在这样

的教育目的下 ,人们很难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因

此 ,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目的 ,建立以培养人

的个体自由、个体意识、个体本位为核心 ,即以人

的个性化培养为内涵的教育目的 ,这是当下教育

改革的最根本的出路。

(二)教育内容 :从给定式到选修式

受群体本位和以保守性为特征的文化对知识

的影响 ,知识是给定的、不变的和统一安排的。这

种文化决定了课程是被给定的 ,是按照整齐划一

的格式 ,根本不顾及学生的个体差别 ,学生常是被

限制、强迫地学习。然而创新要求人必须是自由

的、主动的、独立的 ,可以自由地批判和自由地想

象。创新型人才必须是自主学习的 ,按照自己兴

趣去做。学生只有根据个体差异来选择学习的内

容 ,才可能创新。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课程内容一

直是被安排的和固定的 ,这种课程不管学生是否

喜欢都要学 ,忽视了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情感

等个性特征。这样学生长期被压抑得已经没有了

个性 ,没有了兴趣 ,没有了主动性 ,很难有创造性

成果 ,难以被培养成创新型人才。个性化培养是

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来选择学习内容的培养 ,它

有利于创新 ,所以 ,教育工作者要把课程的选择权

给予学生 ,建立起选修制度。它有三层含义 :一是

学生能选修喜欢的课程 ;二是对于同一门课程 ,学

生能选择喜爱的教师 ;三是学生能选择教材。

(三)教育方法 :从灌输法到启发法

受保守性特征的文化影响 ,知识是不变的 ,这

种影响下学生只要掌握这种不变的知识就能应对

各种问题。因而教育方法是以灌输式的培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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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这是一种注重结果的教育 ,按此方法培养的是

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这是一种强制性训练的方

法 ,是一种忽视个体性差异的教育方法 ,它根本不

注重人的个性 ,忽视人的兴趣、情感、主体能动性 ,

表现为在课堂上是一种教师为主体 ,学生为辅 ,只

有知识的单向传出 ,很少有学生反馈的方法 ,此方

法导致了学生处在教育的边缘 ,抹杀人的个性、压

制人的主体性精神 ,这不符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内涵 ,更不符合现代的文化精神。现代的教育方

法应该是启发法 ,指在过程中激发学生内在的心

理潜能 ,锻炼他们的心智 ,以培养他们的个性和主

体性精神为主要目的 ,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

和双向互动 ,最终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创

新能力。因此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教育方法

必须从灌输式的单向传递转变为启发式的双向互

动。启发法是以尊重学生的兴趣、情感、认知等的

个性差异为前提 ,也是以个性化培养为核心的。

(四)教育评价 :从排名导向到素质导向

受群体本位为特征的文化影响 ,中国的教育

评价注重学生的排名 ,这种导向是确定个体在群

体中位置的一种外在性的评价 ,而关注的是排名

靠前的、少数的学生。这种评价是精英教育下的

选拔性评价 ,它始终关注的是少数人 ,要求学生不

是与自己对比 ,而是和整体对比 ,以确定自己的进

步 ,它忽略了个体间的爱好、特长、性格等差别 ,对

学生的排名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培养人变成了教

育的手段 ,这是工具化的教育导向 ,使培养出的学

生只会考试 ,忽视了人素质的发展例如道德素质、

身体素质、劳动素质等 ,培养出来的人是片面的

人。在教育大众化时代 ,教育评价关注的不是精

英教育下少数人而应是大多数人。创新型人才培

养要求人的全面发展 ,个体素质尤其是创新素质

的提升 ,这是一种素质导向。这种导向的特点是

个体与自身对比 ,个体素质提升就是最棒的 ,个体

可以按照自身的特长、禀性、爱好去塑造自己 ,发

挥自己的潜能 ,利于个体成长、利于发觉自身潜

质 ,利于创新。这种评价体系扬弃了分数为导向

的评价体系 ,是以素质教育为主 ,以应试教育为

辅。在升学制度中 ,以学校对学生的素质考察为

主 ,以入学考试为辅。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

评价方式 ,也是一种个性化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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