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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创新型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高校创新型
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与欧美高校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从创新驱动、创新体制、创新保障、

创新文化四个创新维度，探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的举措，提出我国高

校创新人才培养过程应当聚力发展四个创新维度：凝聚学术自由的创新驱动力、构建与时俱进

的创新教学体系、完善三位一体的创新保障体系，以及深化继往开来的创新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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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１］。英国 《经济学人》指出：创新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的实质就是基于新思维的价值创造行
为［２］，而创新型人才是指能够构思和创造有价值

事物的人。随着我国创新发展理念的不断落实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作为以人才培养

为基本职能的高等院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日益

成为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体现和重要标志。

因此，在 “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牵引下，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借鉴国外

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有益经验，构建适应

中国特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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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以下简称 ＭＩＴ）是坐落在美国马萨诸
塞州剑桥市的世界著名大学，具有 “世界理工大

学之最”的美誉。截止２０１７年，ＭＩＴ共拥有８９位
诺贝尔奖得主，由其校友创办经营的公司已超

３００００家，年收入总和逾２万亿美元，若将ＭＩＴ看
作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则在全球排名第１０位［３］。

因此，以 ＭＩＴ为代表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是一种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模式。鉴于此，本文从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四个维度探讨了 ＭＩＴ人才培养
的基本特征，以期为我国高校的创新教育可持续

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四个维度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习近平同志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４］。而

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才驱动。十八届三中

全会 《决定》指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

天下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

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

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高校作为知识的

创新、生产、传授的重要基地，具有培养创新型

人才的天然优势，这一优势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更加凸显［５］。

根据创新型人才的三个内涵特征： “探索发

现”知识、 “重新组合”知识、与 “首创”新事

物［６］。综合分析ＭＩＴ的人才培养机制与实施策略，
笔者认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应着重构建创新型人才

培养体系。而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应包含有

四个维度，即：创新驱动力的凝聚、创新教学体

系的构建、创新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创新文化

建设的深化。

如图１所示，若将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比作一
架飞机，创新驱动力即是飞机发动机，为创新性

人才的培养提供可靠不竭的源动力；创新文化为

飞机的机身，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广袤坚实

的空间；创新教学体系与创新保障体系分别为飞

机的两翼，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翱翔的升力。

四个维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辩

证统一的整体。下文就 ＭＩＴ在四个创新维度方面
的举措进行阐述。

图１　创新型人才培养四个维度辩证关系示意

二、创新的驱动力

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第一驱动”已

成为共识，而驱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动力源

泉”，则是崇尚学术自由的理念。波士顿学院

（Ｂｏｓｔ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创始人
ＰｈｉｌｉｐＡｌｔｂａｃｈ教授认为：ＭＩＴ之所以以培养创新型
人才著名，与其自由的特质密不可分［７］。

教师的研究自由是指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等

活动中所享有的不受外界干涉的自主权［８］。崇尚

研究自由一直是 ＭＩＴ的精神特质与治学原则。学
校的重大决策的权利大都掌握在教授们的手中，

而保障教授自主研究自由的章程的制定和修订权

力都由学校法人所有，除学校法人成员外，任何

其他组织或个人不能干预或限制［９］。ＭＩＴ斯隆商学
院黄亚生教授指出：ＭＩＴ提倡自由、平等的文化，
形成了 ＭＩＴ研究自由、师生平等、挑战权威的传
统，也才建立起具有ＭＩＴ独特风格的创新环境［１０］。

教师的教学自由与其研究自由具有近似的内

涵与边界，但教学自由更多强调是在教师在教育

实践中拥有充足专业自主权和充裕自主教学行为

的权限空间。在ＭＩＴ，教学自由主要体现在教师拥
有不拘一格的授课形式以营造最佳培养氛围的自

由［１１］。ＭＩＴ学术自由的理念营造了教学自由的行
为模式。据统计，ＭＩＴ共有 １５种不同的授课形
式［１２］。笔者曾全程参与了数门ＭＩＴ本科生的授课，
授课教师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选择了多样化、

个性化、现代化的手段去组织课堂。如航空航天

系的ＫａｒｅｎＷｉｌｌｃｏｘ教授使用了翻转课堂 （Ｆｌｉ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手段组织“航空工程计算方法
（１６９０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课程的教学；材料科学系的 Ｃｒａｉｇ
Ｃａｒｔｅｒ教授在讲授 “热力学 （３００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课程时，经常组织小型研讨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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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种宽松、民主和温馨的教学氛围；机械工

程系 ＤａｖｉｄＴｒｕｍｐｅｒ教授在讲授 “自动控制原理

（２１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课程时，经常将教学实物，如液压传动
阀门、电机位置伺服系统等引入课堂，理论结合

实践，取得很好的效果。此外，著名教育家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ｅｖｉｎｅ教授正在与 ＭＩＴ合作，拟将虚拟现实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技术引入 “古希腊文明史”

的课堂。

此外，ＭＩＴ的教学自由还表现在创新型教学体
系的课程模式与学制设置方面。在课程模式设置

上，ＭＩＴ拥有４５个本科专业与５０个选修课程包，
几乎涵盖了科学、技术、艺术、社会科学等所有

的学科门类，也设置了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供学

生任意选择。并与同城哈佛大学强强联合，两校

学生可互选对方的优势课程，互相置换对方的学

分［１３］。同时，由于校园坐落于美国１２８公路高科
技区，借助于创新中心区域优势，学生可以自由

参与Ｂｏｓｔ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ｏｓｅＣｏｒｐ等高科技企业的
实训项目。另外，ＭＩＴ以其在美国乃至全球工程技
术领域的领导地位，经常会有各个领域的杰出创

新人才在校开设讲座与座谈会，与各领域的大师

近距离接触，无形中为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提供

了良好的契机。

在学制设置方面，除常规的春秋两学期外，

ＭＩＴ在每年的一月份设置了为期四周的独立活动期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Ｐｅｒｉｏｄ，ＩＡＰ）。在２０１７年的
ＩＡＰ期间，ＭＩＴ提供了４２类，近７００种学术与非
学术类的课程科目供学生选择［１４］。从 “厨师机器

人设计”到 “飞机绿色燃油”，从 “火星殖民”到

“潘多拉星球纳美语”，多样的课程设置为学生掌

握各领域的理论知识和拓展广阔的视野提供了良

好的平台。

学习自由是从学生个体出发的层面，是人类

的自由精神在学生学习活动中的体现，体现为一

种学生在教师指导或者帮助下自愿、自觉和自主

的学习状态或者权利［１５］。ＭＩＴ的学生可以选择某
位教师指导学习，也有权拒绝接受教师指导。基

于学习自由的理念，ＭＩＴ认为，只有让学生充分发
挥自身的想象力、创造性，对学术问题进行自由

的表达，同时藉于合适的需求引导与强有力的创

新保障，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创新能动性，使其毫

无羁绊地探求真理，由此激发出无穷的求知欲，

探索欲，不断强化提升思维能力，发现能力，解

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归纳、推理、分析、评价

的能力，创新能力也便随之产生。

因此，创新的驱动力即是崇尚学术自由的理

念。通过基于教师学术自由与教学自由，以及学

生学习自由的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为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提供了坚实不断的动力，也构筑了 ＭＩＴ面
向未来的创新之路。

三、创新的教学体系

建设创新教学体系是崇尚学术自由的理念的

必然实践，也是构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 “双翼”

之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截止 ２０１５
年已拥有３７００万的在校大学生［１６］。但在目前创新

驱动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高等教育供给侧与社会

人才需求侧的矛盾表现仍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

创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以及科技创新与

产业需求脱节。而创新教学体系的建设是高等教

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培养创新型

人才必须建设有与之适应的创新教学体系。

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ＭＩＴ已形成了一套以创
新驱动的教学体系，通过对此教学体系与 ＭＩＴ相
关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条件建设进行分析，笔者总

结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５－４－３－１”课程体
系：５层课程，４种结合，３种模式，培养１类创
新型人才，体系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ＭＩ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５－４－３－１”教学体系

（一）宽广兼备的课程体系———５层框架
ＭＩＴ课程体系共有５层，分别是通识课程、选

修课程、专业课程、拓展课程，及研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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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课程主要面向低年级本科生，是所有专

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以 ＭＩＴ的化学工程系为例，
本科生须修满 １７门必修课程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ＧＩＲｓ），及 １８０－１９８个专业课学
分［１７］。必修课程中包含有自然科学、人文艺术、

社会科学，人际交流，以及实验课程。通识课程

的设置充分贯彻了 ＭＩＴ创始人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ｒｔｏｎ
Ｒｏｇｅｒｓ校长的人才培养观［１８－１９］： “提供一般的教

育，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科学、语言学以及心理学

和政治学的基础上，为学生毕业后适应任何领域

的工作做好准备”。

ＭＩＴ鼓励学生以开放的姿态学习，设置了门类
丰富的选修课程。学生在本科阶段须修满总课程

量８％左右的选修课。为方便学生的选课，每个新
生都配有学习顾问，以协助设计有效的学习

方案［２０］。

专业课程为各系提供的核心课程，具有专业

口径大、核心课程多的特点。以 ＭＩＴ航空航天系
本科生培养方案为例，其专业课程分为２个领域：
传统航空航天学科与宏观航空航天学科，每个领

域又设置有３个方向。其中，传统航空航天学科分
为材料与结构、流体力学、推进技术与能量转换

方向；宏观航空航天学科则更多偏向于决策与控

制，分为：航空电子、系统控制与评估、人因工

程。每个专业领域都由浅到深分为３个层次。为平
衡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在对学生选课时进行了

必要的层级约束，确保了一定的宽度与广度。

拓展型课程更注重学生思维与创新能力的拓

展，通常以选修课或活动的形式出现。如航空航天

系提供的“航空工程设计概论（１６００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要求学生在给
定的约束下，学生自行研发轻质飞行器并试飞

成功。

研究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态度和能力。

这类课程通常以实验室为单位提供，通过学生自

己的探索和研究来培养创新意识等。

五层课程框架为学生的培养设置了全面的框

架，针对高层次知识融合和多学科会聚的科技发

展趋势，在保证了课程宽度的也强调了课程的

深度。

（二）完善的创新教育体系———４种结合
ＭＩＴ拥有完善的创新教育体系。主要体现有

“４个结合”：在课程实施上，实施学分、学年制相
结合；在教学方式上，强调理论实践相结合；在

教学理念上，强调科研教学相结合；在教学生态

建设上，强调创新创业相结合。

学分与学年制相结合：在学年制的基础上，

以实用与兴趣为导向，ＭＩＴ给予学生很大的自主
选择权。国内众多高校目前也实行了弹性学制，

但囿于教育资源的限制，学生往往遇到无课可选

的情况。ＭＩＴ凭借强大的师资为学生提供了优质
充分、丰富的课程，学分制的课程实施方案已较

为成熟。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ＭＩＴ的校训为 “Ｍｅｎｓｅｔ
Ｍａｎｕｓ”，意为 “知行合一”。ＭＩＴ一贯重视实践教
学，并将其作为实现 “知行合一”的重要手段。

从课堂到实验室，要求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与创新。

科研与教学相结合：ＭＩＴ人才培养方案尤其强
调培养具有创造性地处理工程问题的领袖型技术

人才。强调对本科生开展科研训练，是培养创新

人才的有效途径。因此，ＭＩＴ实施了一系列本科生
科研计划，如 “ＭＩＴ暑期研究项目”（ＭＩＴＳｕｍｍ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ＳＲＰ）、 “新生／校友暑期实习
计划”（Ｆ／ＡＳＩＰ）、“国际科学与技术倡议”（ＭＩＳＴＩ）
等，尤其是１９６９年ＭＩＴ首创了“本科生研究机会计
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ｇｒａｍ，
ＵＲＯＰ），该计划以研究性项目为基础，使本科
生作为科研人员的助手直接参与一线研究工作，

在全球得到迅速发展，被誉为 “２１世纪教学
法”。

创新与创业相结合：ＭＩＴ具有一套针对本科
生创新创业培养的成熟生态体系，从创新项目的

提出，到创新成果的保护、再到创新成果的转

化，ＭＩＴ都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构建了一套
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在推动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领

作用。

（三）与时俱进的教育手段———３种模式
推动创新教育模式的改革，是实现高校创新

机制的跨越，促进创新文化建设的任务内涵。ＭＩＴ
从建校伊始，一直在探索有效的创新教育模式。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ＣＤＩＯ人才培养模式：ＣＤＩＯ是 ＭＩＴ与瑞典皇
家工学院 （ＫＴＨ）等四所高校于２００４年提出的新
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主张以研发到运行的产品

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

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２１－２２］。自２００７年
以来，世界范围内采用ＣＤＩＯ模式的高校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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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倍，成为事实上的工程教育培养标准。在实

施过程中，ＣＤＩＯ创始人，ＭＩＴ航空航天系教授
ＥｄｗａｒｄＣｒａｗｌｅｙ又与时俱进地提出将创业精神和工
程领导力扩展到 ＣＤＩＯ模式中，提出了 ＣＤＩＯ２．０
版本，构建了集知识获取与素质培养于一体的课

程体系。

ＭＩＴ综合学习计划 （ＭＩ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ＭＩＴｉｌｉ）［２３］：为保持ＭＩＴ在创新教育的全
球领导地位，扩大优质教育在全球各地区的普及，

ＬＲａｆａｅｌＲｅｉｆ校长于２０１６年２月宣布启动了ＭＩＴｉｌｉ
计划，通过集中 ＭＩＴ认知心理、设计心理、经济
等领域的科学家，科学严谨地对学习方法进行调

研，以期从多角度提高教育经验。

数字化教学模式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本着开
放、共赢的办学理念与 “服务世界”的承诺，ＭＩＴ
于２００１年将学校几乎所有课程逐步上网，无保留
地向全世界开放，称为 “开放式课程计划” （ＭＩＴ
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ｓｅｗａｒｅ，ＯＣＷ）。目前已有２３４０门在线课
程，吸引了全球２亿次的浏览，并且有２０％的访
问来自中国大陆［２４］。ＭＩＴ的这一举措意义深远，
并直接成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 “开放教

育资源 （ＯＥＲ）”运动的源头。继开放课程后，
２０１１年底，ＭＩＴ在开放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具课
程发展和互动功能的 ＭＩＴｘ项目；２０１２年，ＭＩＴ又
联合哈佛大学推出了基于 ＥｄＸ平台的 “慕课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ＯＣ）”教育模式，
目前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传统视频录制、

教学互动、学生之间互动、与个性化系统。ＭＩＴ斯
隆商学院教育家 Ｓｃｈａｒｍｅｒ指出：未来的 ＭＯＯＣ平
台将依托大数据技术与ＭＩＴｉｌｉ计划，为每位学习者
量身定制最合适的学习模式，让按需学习、自主

学习成为可能［２５］。

四、创新的保障机制

构筑创新的保障机制是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另外 “一翼”。ＭＩＴ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相结
合，为创新从创意到创业的全过程提供了完善的

保障机制，构建了一个成熟的由学校、市场与政

府构建的 “三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如图３所示为生态系统的体系结构。
（一）从课堂到实践的全校创新网络建设

在学校层面，ＭＩＴ基于创新教育体系，形成了
从课堂到实践涵盖全校所有师生的创新网络。ＭＩＴ

图３　ＭＩＴ创新创业 “三位一体”系统示意图

大力鼓励创新，如以跨学科无方向著称的媒体实

验室 （ＭＩＴＭｅｄｉａ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计算机科学与人工
智 能 实 验 室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ＳＡＩＬ），林肯实验室 （ＭＩＴ
Ｌｉｎｃｏｌ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等，来自学生与教师的创新概
念层出不穷，尖端的实验室为各类创意的孵化提

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ＭＩＴ学生自发组织了许多
具有创新导向的团队与社团，如 “无限工程师社

团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ｒｄｅｒｓ，ＭＩＴ）”、 “全球创

业工坊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ｒｔｕｐ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等，在创新系
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ＭＩＴ从学
校层面成立了如产品创新开发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ＩＰＤ）、数字商
业中心 （ＭＩＴ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等创新机
构，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创新的资金投

入方面，ＭＩＴ除了有各类实验室充足科研经费为创
新提供有力支撑外，各类创新社团也可以从学校

申请到一定的活动经费。诸如 “本科生研究机会

计划 （ＵＲＯＰ）”等研究计划也是创新资金的重要
来源。此外，如 ＭＩＴ“１０万美金创业大赛 （ＭＩＴ
＄１００Ｋ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等活动也为
创新概念到成果的转化提供了有力资金保障。在

创新成果的保护方面，ＭＩＴ成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
（ＭＩ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专利委员会
（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Ｐａｔｅｎｔｓ），以及专利管理委员会
（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等 “官

方组织”，用以解决创新成果的申请、注册、权属

和收益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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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成果到市场的创新创业保障建设

在市场方面，ＭＩＴ构建了为创新成果走向市场
创新保驾护航的创新创业网络，如德什潘德技术

创新 中 心 （Ｄｅｓｈｐａｎ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列格坦发展和创业中心 （Ｌｅｇａｔｕｍ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ＭＩＴ
创业辅导服务中心 （ＭＩＴＶＭＳ）、风险资本和私人
直接投资俱乐部 （ＭＩＴＶＣＰＥＣｌｕｂ）等，不仅在创
新与创业中搭建了纽带，而且也为创新教育生态

系统注入了宝贵的资金流。此外，市场上也存在

多元机构支持 ＭＩＴ的创新创业体系。如 ＭＩＴ创业
基金会 （ＭＩ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Ｆｏｒｕｍ）、美国堪萨斯青年
创业家 （Ｙｏｕｔｈ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ｏｆＫａｎｓａｓ）、柯夫曼创
业中心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等，
这些组织为 ＭＩＴ的创新创业市场化运作与转化起
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保障与鼓励创新创业的行政资源配置

在政府层面，美国各级政府为保障创新、鼓

励创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 “美国创新战

略”、“创业美国计划”，“小企业法”等。ＭＩＴ鼓
励与政府间的沟通合作，通过创新技术参与政府

项目，形成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反哺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良性循环。

由此可见，以 ＭＩＴ为主导的 “大学—产业—

政府”的三位一体体系，通过集合高校、产业与

政府的 “三位一体”体系，建立了一种以创新为

导向的互相影响、相互依赖的共生体系，构建了

完善的创新保障体系。

五、创新的文化氛围

创新的文化可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丰沃的

土壤，是人才迈向创新创业彼岸的坚实载体。

关于文化，ＭＩＴ斯隆商学院 ＥｄｇａｒＳｃｈｅｉｎ教授
指出：文化是对大学有身份认同感的个人对学校

文明进行传承、整理、交流后凝聚成的独有的、

创新的、发展的精神与物质文明［２６］。相比于牛津、

剑桥、哈佛等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ＭＩＴ在短短
１５０余年的发展时期脱颖而出，这与其独特的创新
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创新文化不仅是 ＭＩＴ的核
心价值观，也是它的精神特质，总结起来，具体

包括有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环境文

化四个方面。

（一）引领技术浪潮的精神文化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致力于改变社会的理念

塑造了 ＭＩＴ显著的创新精神文化，引领着全球科
技发展浪潮。从１９７２年为解决全球能源危机专门
成立的能源与环境实验室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７］，到为纳米技术革命而准
备的ＭＩＴ．ｎａｎｏ工程［２８］，再到２０１６年为应对地球
未来最重要挑战而启动的５０亿美金 “地球完善”

（ＭＩＴ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ｌｄ）计划［２９］。ＭＩＴ用行动引领着技
术的发展，践行着服务社会的使命。创新的精神

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 ＭＩＴ人的思想观念
和精神状态，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二）创新导向的制度文化

所谓制度文化，即是大学的文化活动、组织

作风、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管理制度

等。制度文化是大学建设的基础，在制度层面上

规范创新行为，可以为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制

度保障，可以内化人的意识，并影响精神文化的

创建［３０］。

基于ＭＩＴ内在的创新精神文化，ＭＩＴ制定了一
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如将是否参与企业创

建等经历作为教师考核和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

如规定了教授每周必须有一天时间用于从事创新

创业相关的服务与实践的 “五分之一原则”。相关

政策法规极大地调动了教师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也为学生争取更多的实践平台和实践机会，带动

了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骇客精神与创新行为文化

骇客 （Ｈａｃｋｅｒ）是一种次文化，鼓励重视智
力与技术能力的个人，用创意来克服系统中的环

境限制，做出杰出的成果［３１］。ＭＩＴ是骇客精神的
发源地，从哈佛桥上的 Ｓｍｏｏｔ度量衡［３２］到１０号楼
大穹顶上的 “警车”［３３］，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ａｌｌｍａｎ领导
的自由软件运动［３４］到 “可穿戴计算机与 ４Ｄ打
印［３５］，ＭＩＴ的骇客精神代表了高度的创新、独树
一帜的风格和精湛的技巧，这种精神营造了 ＭＩＴ
的行为文化，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标新立

异、不拘一格的精神土壤。

（四）开放自由的创新环境文化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育学专家 Ｅｌｉａｓ
Ｃａｒａｙａｎｎｉｓ教授指出：一个创新的环境应具备开放
自由的特质［３６］。从实施 “世界的 ＭＩＴ（Ｇｌｏｂａｌ
ＭＩＴ）”项目到没有围墙的校园以及任何人都可使
用的图书馆，从与世界共享的开放课堂到校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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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不在的免费 ＷＩＦＩ以及没有端口限制的开放网
络，ＭＩＴ尽可能营造出一种开放的创新环境。开放
的环境带来了创新所需的自由与包容。如校园里

遍布着Ａｔｈｅｎａ计算终端，如相当多的 ＭＩＴ宿舍被
学生改造成了小型工厂，如学生开发了一款名为

“ＭＩＴＭｏｂｉｕｓ”的类似于百度地图的 ＡＰＰ，学生可
以利用它实时找到校园里任意可用的设备和材料。

开放自由的 ＭＩＴ环境文化，激发了学生们极大的
智慧和想象力。

　　六、对中国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

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全
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非常

重要且紧迫。ＭＩＴ作为世界高校创新的典范，在创
新型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高校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

１．凝聚崇尚学术自由的创新驱动力。首先需
营造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鼓励学术交叉与学术

创新，强化学术权力在高校管理中的比重；其次，

给予教师充分的教学自由与信任空间，使其完整

体现个人教学意志，从而激发教学的自信心与创

造力；最后应重新审视学生的学习自由权利，建

构学习自由的保障机制，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营

造和谐的环境。需要指出的是，要深入理解自由

与责任的辩证统一，无论是学术自由还是教学自

由，都应是在法律法规和宏观调控下的自由。

２．构建与时俱进的创新教学体系。以创新为
导向，本着创新创业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

教学科研相结合，及学分、学年制相结合的原则，

构建适应学科特点的，具有宽度与广度的本科实

践教学体系。尤其是针对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的

培养，要以目标为导向，融入最新工程师培养模

式的理论成果。与时俱进，采用诸如翻转课堂、

慕课、虚拟现实等多样化的现代方法与手段，加

强教学体系建设，开拓创新，培养具有卓越水平

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３．完善三位一体的创新保障体系。以高校为
主导，整合学校创新保障资源，如设置大学生创

新实践项目、本科生科创项目等，为创新提供支

撑；成立专利管理委员会，创新创业指导中心等，

搭建创新与创业的桥梁；充分借助社会与市场力

量，探索产学研结合的新模式，完善制定产学研

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打通高校成果与市场需求

的 “最后一公里”；响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号

召，瞄准国家科技需求，借助国家对于创新的政

策支持，丰富校内校外联动机制，完善 “大学—

市场—政府”三位一体的创新保障体系。

４．深化继往开来的创新文化建设。文化是高校
的精神名片，也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培养创新型人

才，必须深化创新文化建设，加强文化的四个内涵：

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环境文化建设。

必须立足于我国高校现有文化体系，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引外联，强基固本，继往开来，

建设开放自由的创新文化，让创新成为高校文化的

关键属性，让高校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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