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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科院校培养创新人才的思考
!

董跃进
（盐城工学院 党委办公室，江苏 盐城! ""#$$%）

摘! 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工科院校应把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针对这一

新的要求，从工科院校培养创新人才应以“三适”为出发点，以“ 三能”为支撑点，以“ 三成”为

落脚点等方面作了探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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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科院校培养创新人才应以“ 三

适”为出发点

首先，工科院校培养创新人才要适应当前市

场竞争的需要。我国加入 ./0 以后，在抓好当

前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面对国际资金、市场、贸

易、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激烈竞争，力求在全球经

济的大舞台上占据有利位置，我们必须构筑教育、

科技、人才等各种高地，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工科院校学科专业的设置应瞄准市场经济发

展的需要，培养人才的结构也要符合和适应国际

与国内市场发展的需求，这样高校教育的改革才

能不断向纵深推进，开放才能不断扩大，高校发展

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业才能贴得更紧，学校

的办学质量和效益也才能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只

有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求得自身的

健康、持续的发展。

其次，工科院校培养创新人才要适应科技发

展的需要。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社会进步

的思想库，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器，是科研开发的孵

化机。因此，工科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仅仅局限

于适应现时市场需求是不够的，还应从工科院校

自身特点出发，瞄准学科前沿，组织科研攻关，不

断研发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品精品，同时又能

培养出高素质的科技创新人才。适应社会需要的

创新人才的培养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既是一种

人才的储备，也是一种智力的支撑。每个高校都

应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切实地把

培养适应科技发展的创新人才需要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努力开展培养名师工程，充实更新教研、科

研和实验设备，开展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扩建高

校教学、实习基地，争取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国际视

野和科研潜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再次，工科院校培养创新人才要适应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新

世纪的前二十年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

遇期。如何把握好机遇，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可持续发展，创新人才的战略培养与储备显得格

外重要。科教兴国，人才为本，是关系到百年大计

的事情，高校应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加强对创新人

才的设计、培养，制订相应的人才战略目标计划，

构建起适应今天、明天、后天三个层次创新人才的

培养体系，循序递进，滚动发展。第三层次的人才

更应注重人才潜质的培养，以及人才群体的建设，

不仅知识结构合理，专业形成互补，更应有创新、

创造的潜质和特长。

二、工科院校培养创新人才应以“ 三

能”为支撑点

一要构建教书育人的创新职能。马克思、恩

格斯曾指出：“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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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革社会条件，另一方面需要改变社会条件，

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 $%&）教书育人是高

校办学的核心和宗旨，也是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

职能。从工科院校的办学特点看，它既是创新人

才的培养基地，又是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成果转

化的重要场所。只有把学生作为接受教育的消费

者和创新人才培养来定位，才有利于提高培养人

才的层次。构建教书育人的创新职能，教师是关

键。教育家赞可夫说“ 要知道人说出来的话，不

单是靠它的内容来激发对人的思想和感情的。这

里有讲谈者兴致勃勃的面孔，有一双忽儿在科学

的丰功伟绩面前燃烧的赞美的火花，一忽儿又象

在怀疑所作结论的正确性而眯缝起来的眼睛，有

表情，还有手势。”［’］（"# ()）要不断进行课堂教学的

改革，用启发式、互动式、讨论式等创新方法启迪

学生的智慧，让他们学会怎样展示自己的才华和

创造力，努力把为青年大学生培养成创造性人才。

二要营造环境育人的综合功能。专家学者普

遍认为，营造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

和谐发展的“天人合一”空间文化环境，这是培养

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

班级是学校多年来进行教育组织的基本单元。随

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高校后勤社会化，不少学

生公寓建在校外，学生的自修、上机等多在校外进

行，这就客观上使得原先的班级学习管理的单元

功能弱化。相对于班集体而言，生活社区的外延

内涵都增加了许多，学生在社区生活学习的时间

要比在班级教室多。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

不能与世隔绝，不能一味以学校的围墙来划界，自

我封闭的结果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创新教育

的单元拓展，既保证了学校教育管理的连续性，又

能让学生在更大的环境中接触社会，实践自己，锻

炼成才。总而言之，社会、社区、学校、家庭形成了

大学生成长成人成才的大环境，这是一个系统工

程，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大环境，青年大学生在成

长的过程中要主动适应融入外界健康向上的社会

大环境，把外因转化为内在进步的动力，这样形成

内外因的辩证统一与结合，营造环境育人的综合

功能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实效。

三要强化管理育人的理念智能。从培养创新

人才的角度看，工科院校必须突破传统的教育管

理学生的禁锢，提升理念，创新思维，走出管理一

条育人的新路子。用工程的办法管理学生，死搬

条条框框，方法机械简单，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还容易造成学生个性的磨灭，毕业时如同一种系

列的产品，打上同一个商标，也就很难在实践中达

到动机与目标的完全一致性。在竞争加剧的今

天，人们的心理素质显得更加重要，既要承担遇到

曲折时的压力，又要承受得到荣誉时的捧场，良好

的心理素质，也就成了创新人才素质的重要标志。

在培养创新人才的过程中，学校在重视广大同学

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还要对特困的学生采用

“爱心基金”、“爱心车票”、“爱心生日”等方式进

行关爱，使他们克服自卑；对极少数心理障碍的学

生，进行心理咨询、网上沟通、结对帮助，使他们也

能健康成长。实践证明，在工科院校坚持严爱结

合的管理原则，就能更好地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三、工科院校培养创新人才应以“ 三

成”为落脚点

!、创新精神是大学生成人的思想要素。科技

竞争说到底是创新人才的竞争，是创新周期和效

率的竞争，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单凭一技之长是不

能适应了。工科院校应重视和拓展当代大学生的

创新精神的培养渠道，从而提高在校大学生的综

合素质，逐步由专业技能向创新精神过渡，解决那

种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重专业素质轻综

合素质的矛盾。首先是要打好专业文化知识的基

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合抱之木始于毫末。其次，

应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不断总结，反复研究。第

三，通过召开创新研讨会、讨论会、观摩会，启发大

学生善于联想，养成善于钻研和思考的良好习惯。

打开心灵的窗户捕捉灵感，升华思想，使创新精神

的形成有一个扎实的基础，从而达到分层次培养

大学生创新素质的目的。

’、创造能力是大学生成才的关键要素。在高

校的毕业生中，传统学科型人才偏多，而创新型、

创业型、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人才

不足。不少毕业生就业后，按要求做工作，按图索

骥的能力比较强，但对高新技术的挑战，对外资企

业高层研发人才的需求，则力不从心，难以适应。

同样这也对工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

求，在强调进行素质教育时，要从战略高度出发，

制订人才培养的目标，贴紧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提高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增强为社会建功立业

的新本领。学会创新思维，积累创新的知识。高

校要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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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疗。由此看来心理学知识在大学生思想工作

中的重要性。心理咨询倾听、共情、自然引导等技

巧，极富亲和力，可以有效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

引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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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增强竞争力，逐步解决产学研一体化、国际化

趋势加快与高校对内对外开放度不高的矛盾，强

化自身的科学定位意识、以人为本意识、市场意识

和创新意识，多培养创新型高级人才和高等职业

人才，办出自己学校的特色。

’、创业素质是大学生成业的实践要素。成业

是成人成才的集成效果与检验，高校要从前瞻性

角度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素质，这不仅可解决大学

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而且大学生自己创业就带

来了很多就业的新岗位，起着缓冲社会就业压力

的作用。一般讲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可概括为信

念、敬业精神、用好机遇、口才、协调能力、承受力、

功底与才华等，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创业素质时，除

了开设一些“创新创业”讲座外，还应请成功人士

作专场报告会，同时还要考察社会，从而激发大学

生的创业欲望和激情。另外，还应把创造设计与

创业大赛有机结合起来，模拟锻炼大学生的创新

能力，为创新人才一显身手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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