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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困惑与抉择 
— — 求解教育领域的 “斯芬克斯之迷” 

王正惠 
(绵阳师范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 要加快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迈进，就亟需对创新人才的培 

养问题作出明确而有力的回答。从 “钱学森之问”所体现的重大时代意义入手，揭示学校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 

过程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即学校教育无法超越创新人才成长的时代发展规律，学校教育难以超越创新人才成长 

的深层制度屏障，学校教育不能重构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最后从宏观 一社会、中观 一学校、微观 一 

学生三个层面展开探讨，以求解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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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zzle and Choice of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Solution of a Sphinx’S Riddle in Education 

WANAG Zheng．．hui 

(Mianyang Normal Unive~ity，Mianyang Sichuan 621000，China) 

Abstract：To speed up the progress of the big country of education to a powerful one，and a big country of man — 

power resources to a strong one，it is necessary to give a definit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Qian’question，”reveals the unbearable weight of training the innovative personnel in schools，that is，the 

school Call not overpass the law of development in the era and the barrier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The school ed ucation 

can not reconstruc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Finally，in the society， 

school，and students，a path to cultivate the inn ovative talents are explored． 

Key words：qi明’question；innovative talents；school education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 
一 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 

学，没有 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老是 ‘冒’不出杰 出人 

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伟大科学家钱学森晚年多次向看望 

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及他的忧虑。在 2009年 8月6 

日，与温总理最后一次见面中，钱老依然说：“培养杰出人 

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 

本。”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 

钱老对我国教育发展以及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深深的心结。 

钱老默默地离去，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但人们更愿意把他 

对教育的忧虑看成他的遗愿，并称之为 “钱学森之问”。这 
一 著名的钱老之问，如一粒顽石激起人们的万千思绪，成 

为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 “斯芬克斯之迷”。正如有的学者 

所认为的，“钱学森之问”是历史之问，是国家之问，是教 

育之问。为求解教育领域的 “斯芬克斯之迷”，学者们聚焦 

于教育弊端与教育改革，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本文将学 

者们对 “钱学森之问”的 “回应”做了简要梳理，并尝试 

着对 “回应”进行再思考，以期能对求解 “钱学森之问” 

有着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对我国的教育发展能有些许启示。 

一

、 “钱学森之问”：拨响时代发展最强音 

早在1989年，钱老就在 《为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中国 

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中强调，“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 

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 

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 

有被开除 ‘球籍’的危险，这就是智力战。”21世纪各国 

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知识 

经济”潮流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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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创新”成为国力竞争的 “关键词”，正如原国家科 

技部部长朱丽兰所言：“我们的理论要发展，制度要完善， 

科技要进步，民主要复兴，都离不开创新，不创新我们就 

没有出路。但什么样的途径是最快捷的?什么样的模式是 

最合理的?什么样的选择是阵痛最小的?归根结底也只有 

实践才能告诉我们。”_l 创新竞争、智力竞争，实质上就是 

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为此，2010年根据 “优先发展 

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制定的 《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把改革创新作为 

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改革的 

灵魂就是 “创新”，因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改革和规划 

本身就需要前瞻性和创新性。在这样的背景下 ，创新更是 

成为当前全面推进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最强音”，成为 

批判应试教育的 “利器”。可见，“钱学森之问”，拨响了 

国际竞争的核心词汇，拨响了国家教育发展的灵魂：“钱学 

森之问”，让时代警钟——长鸣。 

二、创新型人才培养：学校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疑问的背后 ：对 “钱学森之问”的元解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疑 

问的背后，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其一，杰出人才是国家 

发展的时代呼唤；其二，杰出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即杰 

出人才的界定；其三，杰出人才的培养到底是谁的责任和 

使命? 

第一，关于钱老对杰出人才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上文中已经提及，不再赘述。 

第二，关于此疑问中钱老对杰出人才的界定，“我想说 

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 ，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 

题” J，在钱老眼中，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长 

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是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中国还没 

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 

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钱老强调，“今天我们办 

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 

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 

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 

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 

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 

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 

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 

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可见，钱老强调的杰 

出人才就是顶尖帅才，是具有科技创新精神，具有非凡创 

造能力的人才，他们是引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潮流的人。 

第三，杰出人才的培养，向谁问责?教育是培养人的 

社会实践活动，教育事业是一个复杂的人工系统。复杂的 

人工系统总是遵循 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原理：其一， 

复杂的人工系统需要 “自组织”以形成内聚力、内动力； 

其二，复杂的人工系统需要 “他组织”的协调、控制以使 

系统有序的发展；其三，系统的 “白组织”与 “他组织” 

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有效的、优化的系统，且三点缺 

一 不可。-4 换言之，教育作为相对独立子系统需按照自身内 

在规律来运行，同时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部分 ，又 

离不开社会对其的影响、控制与协调。可见，“为什么我们 

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中的 “总是”二字其实已 

经道破玄机——学校只是戴着镣铐的舞者 ，“总是”舞不出 

镣铐的边界——学校教育的发展离不开 “他组织”的影响， 

如人才培养制度、财政投入制度、招生制度、评价制度、 

升学就业问题等等，都不是教育系统自身就能解决的问题。 

若不从大处着眼，不从根本上砸碎学校发展的 “镣铐”，杰 

出人才的培养仅仅问责学校教育，那是不合理的，也是无 

济于事的。 

(二)创新型人才培养：学校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由上论述可见，学校教育的责任是有边界和限度的， 

若忽视客观存在的责任边界和限度，就会忽略对 “潜在” 

责任人的问责，当前社会习惯让学校教育来承担一切人才 

培养的过失，对教育的 “求全责备”甚至是 “兴师问罪”， 

无不说明此问题的严重性，因此， “我们应该警惕这个限 

度，我们也很有必要来廓清这个界限；⋯⋯教育应当有自 

己的一个现实定位，教育改革应当找到自己的最近发展区， 

前提是——还教育与改革一个合理的担当和期望。” J 

1．学校教育无法超越创新人才成长的时代发展规律 

“英雄是时代的产物，创新人才，特别是杰出的创新人 

才也是时代的产物”。在创新人才产生的时代规律方面做 出 

杰出研究的克罗伯 (Kroeber，A．L)和格雷 (Gray，C． 

E．)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 了相似的 “克罗伯曲线”和 

“格雷盛衰图”，其表明，杰出创新人才的产生和发展与时 

代密切相关：文明盛世是天才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时代条件， 

天才的群体发展是世界文明产生的主要主体，支撑了文明 

盛世的产生和延续。‘6 换句话说，文明盛世与杰出人才相互 

作用，相得益彰，而学校教育也是在有着一定特征的时代 

背景下存在的，人才成长的环境不是真空的，它需要适宜 

的雨露阳光。 

2．学校教育难以超越创新人才成长的深层制度屏障 

正如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所言：“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出现的问题如果是普遍性的，那就肯 

定不是操作层面或技术层面的问题 ，必须在治本上下功夫， 

也就是说必须从制度和体制层面来深入分析，只有这样，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教育阶段划分来看， 

创新思维萌芽于学前教育 ，成长于基础教育，成熟于大学 

教育，我们为创新人才成长进行制度设计时，不能孤立地 

割裂开来，必须从国家整个教育体系入手，使不同教育阶 

段在制度安排上相互衔接，融会贯通，首尾照应，才能从 

根本上保证高校创新人才成长的 “源头活水”。 

3．学校教育不能重构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受制于一定的文化环境。霍夫斯泰 

德在 (Hofstede)1980年出版了 《文化的影响力：价值、 

行为、体制和组织的跨国比较》一书，提出了文化差异维 

度理论，他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可分为五个维度：权 

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 

女性化、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按照霍夫斯泰德提供的观 

察不同文化差异性的 “坐标系”，中国文化具有权力距离 

大、高不确定性避免、集体主义、男性主义和长期倾向的 

特征。“这些特征对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创新思维的发 

展、创新团队的建设、创新过程的勇气和毅力都会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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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影响。” 为此，学校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 

三、求解 “钱学森之问”：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可行路径 

求解 “钱学森之问”的关键——破除创新人才成长的 

“镣铐”：对创新型人才培养在宏观上进行顶层制度设计， 

在中观层面上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在微观层面上完善 

技术操作规则。“微观教育系统主要是针对个体，中观教育 

系统主要是针对群体，宏观教育系统则主要是针对社 

会。’’ 

(一)宏观层面 ：重建人才成长的基础制度 

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能塑造杰 出人才，杰出人才的产 

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技术操作过程，而是牵涉学校、社会的 

系统工程。杰出人才的成长是靠培育，而非塑造，其成长 

过程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需有外在环境的保障机制。但 

在实践中，存在着重科学轻精神，重技术轻文化。在科学 

精神方面，钱老强调 “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新 

又源自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科学氛围，可以说没有自 

由、包容，就不会有创新精神成长的沃土。从国家对留学 

归国人员的政策方面可以看出，我们很重视带回先进的生 

产力和科学技术人才，但却把那些与科学技术同等重要的 

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阻挡在国门之外。著名的经济 

学家柯武刚、史漫飞早已强调，与纯机器相 比，文化品和 

规则的国际移植一般要 困难得多，但如果不能同时导入运 

用机器所必须的文化要素 ，很可能会发现机器是无用的； 

只有当文化性规则与组织结构和使文化观念富有效能的 

“文化品”同时转移时，只有在人们通过联合来学习文化规 

则时，文化系统才可能被外部人有效地采用。-l。。因此，即 

使所有留学人员归国了，也并不能保证若干年后人才辈出、 

群星璀璨或能在中国本土培育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此， 

人才成长的规律，并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个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环境，需要合本 

质的教育制度，需要与时俱进的教育运行机制。正因为如 

此，“钱学森之问”才由一个一生都在解决问题，却在生命 

的最后阶段向探望 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提 了出来，因为，此 

问题的求解不是某一位老师、某一位校长或某一位行政官 

员就能解决的。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言，现在我们社会中的 
一 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顽症，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是因为基 

础秩序包括基础制度的崩溃和失效，解决的前提是通过重 

建基础秩序或制度使事情进入可治理状态。-l 而要破解 

“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的 “总是”二字，亦需要从 

基础秩序和制度抓起，唯有如此，教育领域的 “斯芬克斯 

之迷之谜”才能得以破解，南方科技大学的美好初衷也才 

有最终得以实现的可能。 

(二)中观层面：建立 “管、评、办”分离的现代学 

校制度 

钱老在谈 《公元二 ooo)年的中国时，强调，研究 

2000年的中国，或者说 15年到 50年后的中国发展，需要 

对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因为中国是个二千年的封建社会， 
一 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很多东西 

对现代建设、两个文明的建设很不适应，矛盾太多，这是 

社会结构的问题。“没有社会化就没有现代化 ，靠现在这样 

的结构实现不了现代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 

社会的改造是实现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 而要培养创新 

型人才，就需要构建适应创新型人才成长的创新型社会制 

度和现代教育制度。为此，“中国教育一定要改革，而大学 

的改革要从 ‘去行政化’开始”，即依法治校，而非因人 

治校，“由教授委员会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然后授权行政管 

理人员照章来管理学校，为教授服务，而不是完全不要行 

政机构和行政人员。”【13]让名师与官帽分离 ，让教育体 

制去行政化，让高校去官本位，成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 

客观要求。否则 “一当官，什么都有”的中国特色现象， 

已经从 “公务员热”渗透到了教育领域，严重背离高校运 

行的内在逻辑，违背学术与行政分离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 

本理念，回归大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发扬学术 自由的大学 

精神，否则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 

杰出人才的渴求也只不过是教育中的 “叶公好龙”。 

“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的行政化教育体制，正 

在消解大学的学术理想，消解大学教授学术立命的信仰， 

转而追求学术 GDP，制造学术泡沫，导致教学与科研成果 

的 “平质化”，知识分子精神也在这样的氛围中消失殆尽 ， 

最后的知识分子也在这样的沼泽中逃离。为此 ，厘清校内 

教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厘清学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和互 

动模式，实现 “管、评、办”分离，剥离权力与发言权的 

孪生关系，“界定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 

权界，作为学校依法治校的法律保障，以后不管市长、书 

记怎么换，大家都依法治校。”-l，| 

(三)微观层面：促成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回归教育本真 

纠正本末倒置的教育 目的，回归教育的本真。教育是 

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终极 目的可以说是促进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 ，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而其 

中最核心的便是促进人的思维的发展。因为思维不仅是个 

性的核心要素、智力 的核心成分，更是创新能力不可或缺 

的元素。教育要促成学生思维的发展，而非将学生当成知 

识的容器。在思维与知识的关系中，前者为本，后者为用； 

前者是 目的，后者是达成 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早在 1984 

年，钱老就指出，“人才培养问题的确是当务之急，我觉得 

传递知识比较好办，而启发智力比较难，尚无科学的方法， 

还有待于思维科学的研究与成果。”-】 在 《为二十一世纪社 

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一文中，钱老强调小学 

就可以引入抽象思维的教育，因为思维能力的增强可以促 

进学习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其观点就反应 

了思维在教育目的中的核心意义。 

人是整体性的人，是独特丰富的人，是理性与感性合 
一 的人，人的全面发展，也可以说是要促成人的理性思维 

与感性思维的协调统一发展。按照钱老的观点，抽象思维 

(逻辑思维)是地地道道的理性思维，非理性思维主要包括 

梦境、形象思维或直感思维、灵感思维或顿悟思维；而钱 

老特别强调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重要性，因为在科学技 

术领域中，尤其是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是发明创造的动力， 

是科学技术突破的关键。正如爱因斯坦所表示的，创造并非逻 

辑推理之结果，逻辑推理只是用来验证已有的创造设想；同 

时，钱老也明确表示，“文学艺术更是以形象 (下转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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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博的学识、精湛的教艺和卓越的业绩。名师的培养虽然 

没有一般的规律可循，但以下几点对名师成长具有启示作 

用。 

(一)术业有 “专攻” 

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学术研究的专门性。 

学术研究不能大众化，名师不能强调一专多能或多面手， 

它应是专门领域的专家。一个大众化学术研究的学科，是 

注定要 沦落为被损害、被侮辱 的对象，一个面面精通的 

“专家”，必将成为面面不精的庸俗之人。名师都有自己的 

专门研究领域，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积累，也是一种学术 

品质和学术作风。贸然在专 门的学术领域之外发表见解， 

常常会被学术界质疑 ，甚至看不起。二是学术研究的系统 

性。在确定了专门的研究领域和学术专业方向后，要进行 

系统的学术研究。以撰写学术论文为例，首先应系统地提 

供学术知识和学术动态，包括列举前人主要的研究成果和 

观点综述，再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加以论述，这是一种 

公认的学术研究规范。三是学术研究的学问性。在系统研 

究的基础上，应深入地探究学术方 向的问题，释疑问难， 

提出创新性见解。名师应拥有 自己内化了的学术思想和学 

术风格。 

(二)学养应 “厚积” 

术业需要学养的浸润。一位名师的学养 ，应该包含两 

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学德。除一般的师德修养外，尤其 

要不为名利所累，守得住寂寞，屁股要坐十年冷，入定般 

地执著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二是学识。名师要站在本学 

科的前沿，精通本学科专业的学问，善于批判，善于理论 

与实践融会贯通。厚德才能载物，厚积才能薄发，“德”和 

“识”的水乳交融，是成就名师的基本条件，也是向往成为 

名师的教师所应追求的本质所在。 

(三)释道要 “有方” 

名师对研究生指导虽元定法，但不乏规律可循。一是 

因材施教。每个研究生都有不同的特点和研究潜质，导师 

只有识材 “深”，施教 “准”，才能培养出高徒。二是转知 

成识。古今中外的杰出人才不但拥有渊博的知识，更是拥 

有卓越的智慧。学者境界的高低优劣，事业的成败得失， 

从根本上说，主要不取决于他的知识数量多少，而是取决 

于他的智慧高低。如果说本科教学，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教给学生获取运用知识的方法 ，那么，研究生培养就应该 

在知识、理论、方法教育的基础上，着力于帮助和引导研 

究生把知识和才能升华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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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灵感思维为其全部活动的本质，文学艺术的创造如 

此，文学艺术的欣赏也是如此。” J“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 

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 

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2005年，建军节前夕，温总理与 

钱老谈及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时，钱老说，“一个有 

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没有这些是不行的⋯⋯”2008年，钱老给中科院副院长 白 

春礼回信谈及中国科大的发展时强调，中科大今后要进一 

步发展，要走理工文结合的道路，在理工科大学做到科学 

与艺术的结合。因为 ，创新始于猜想，终于论证，源于形 

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当然，思维作为地球上最美丽的 

花朵，它应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思维本身蕴含着求异， 

蕴含着创新 ，为此，我们的学校教育应当把如何促进学生 

思维发展，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实现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 

的协调统一发展，实现思维奇葩的异彩纷呈，作为教育的 

重中之重，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否则，以 

分数为实质，以思维为形式，以升学为宗旨，求统一，求 

标准，这与创新人才培养的本质是南辕北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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