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 卷第 1 期
2020 年 3 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Vol. 43, No. 1
Mar. 2020

　 　 　 收稿日期: 2019 - 11 - 19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改课题 (2019183024); 湖南省教改课题 (2017293007); 教育部教改课题 (2017YB119); 国防科技大学教

改课题 (U2018018)

作者简介: 朱先强 (1983 - ), 男, 湖北随州人。 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指挥控制理论与方法研究。

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成长型思维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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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当前信息智能时代背景下, 知识快速更新, 培养具备自我学习、 自我成长特性

的创新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思维模式是人才创新的动力与源泉, 本文就创新型人才培养中

“成长型思维模式” 教学的理念、 模式、 质量保障等要素展开深入分析和思考, 探索实施 “差异

化、 因材施教、 举一反三式” 的课堂教学模式, 探索创新型人才思维模式教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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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pproaches of Growth Mindset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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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era, knowledge is rapidly updated,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learning and self-
growth. Mindset is the driving force and source of talent innovation.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and thinking on the teaching concepts, modes, quality assurance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growth mindset ”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iation,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drawing inferences”, and explore the teach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innovative talents mind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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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

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 践行创新驱动的原动力在

于创新型人才, 习主席多次强调 “人才资源是创

新活动中最为活跃、 最为积极的因素”, 特别是在

当前信息智能时代背景下, 知识快速更新, 创新

型人才培养首先需要高校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体

系和培养方案, 即建立完善的 “知识教学” 体

系[1 - 2], 更重要的是需要培养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模

式, 后者往往决定了所培养的人才未来所能达到

的高度。
古人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思维模式

是人才创新的动力与源泉, 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

将 “思维教学” 提升到与 “知识教学” 并重的高

度。 当前, “雨课堂” “互联网 + ” “翻转课堂”
“EDUCoder” 等新型教育理念、 教学手段的出现为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3 - 6]。
本文就创新型人才培养中 “成长型思维模式”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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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理念、 模式、 质量保障等要素展开深入分析

和思考, 探索实施 “差异化、 因材施教、 举一反

三式” 的课堂教学模式, 探索创新型人才思维模

式教学理论与方法。

　 　 二、 创新型人才成长型思维模式

教学面临的挑战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我们不能使用问题形成

时使用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7]。 当前教学

机制过于尤其强调教学内容的讲授与掌握, 而在

现今信息爆炸的年代, 课堂上传授的教学内容多

是前人总结的经典知识, 虽然正确却存在时效性

滞后的通病, 这种模式不能使学生意识到当今的

思维方式是什么, 也未能使他们意识到什么样的

思维方式才可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 传统教育强调教, 而非学, 把 “教”

与 “学” 混为一谈。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
“教育是一种令人佩服的事情, 然而需要时刻铭记

在心的是: 值得学的东西是教不出来的”, 我们也

常听到学生反馈: “我们在大学里面的大部分知识

在工作中是很少用到的, 对未来发展更有用的是

学习的习惯和方法”, 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学校将

诵记误当成学习, 大部分诵记的内容只能被记住

很短的时间, 很快便被忘得一干二净。 教育的目

的是学, 老师传授的除了知识外, 更重要的还应

该有对问题分析、 理解和解决的过程, 后者即思

维模式教学。
思维模式教育的观念急需与时俱进。 思维模

式可分为固定型思维与成长型思维, 前者相信人

的基本素质是与生俱来、 不可改变的, 后者相信

神经可塑性, 进而认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善个

人基本素质, 我们认为思维模式教育无论是对有

天赋者还是普通学生而言都是有益且有效的, 首

先要做的就是需要教师和学生具有成长型思维模

式教育的理念。 教师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学生对

自己的感受, 也影响着学生作为学习者如何看待

自己; 学生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自己如何面对学

业上的挑战, 持有成长型思维模式观念的学生更

有可能在面临挫折时专注于学习过程。

　 　 三、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在于

对思维模式的培养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8] 对创造性个体的个

性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提出创造性人才具有

八类共有的个性特征: 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
旺盛的求知欲、 强烈的好奇心、 见多识广、 工作

有条理且严格、 有丰富的想象力、 卓越的文艺天

赋、 意志品质出众等, 这八种特征除了 “见多识

广” “卓越的文艺天赋” 两种特征属于个人思维内

容的要求外, 其余均是对个人思维形式的要求,
这也与我国传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古

典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因此, 我们提出创新型人

才培养的核心在于对思维模式的培养, 主要基于

以下三点考虑:
(一) 思维模式教育是可行的

思维模式 (Mindset), 也有人称之为心态、 心

智模式, 就是决定一个人如何解释现实并做出反

应的内心态度, 思维形成的过程虽然总是与思维

的内容结合在一起, 但是思维形式对于思维内容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而且思维的形式通常是带有

某种或然性, 并非纯属偶然, 因而, 思维模式是

可以抽象出来作为研究及训练的对象。 其次, 2016
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博士在其

专著 《思维方式: 新的成果心理学》 [9] 指出一个人

的智力是一种可锻造的品质, 可以通过坚持、 努

力以及专心致志地学习, 从而得到成长或发展,
这种思维模式也被称之为 “成长型思维”, 其成功

实践证明了个人的思维模式是可塑的。
(二) 成长型思维模式是激发创新潜能的金

钥匙

我们可能在一个或多个具体的领域拥有内在

的强项或能力, 这种潜能与生俱来, 发掘出某项

具体强项的学生被认为有 “天赋”, 他们的潜能应

该得到进一步发展, 而其他有潜能齐头并进甚至

超越有 “天赋” 的孩子, 更应当考虑如何激发潜

能。 学生处于快速成长期, 潜能不可能触底, 培

养学生灵活、 开放、 自信、 不断成长的思维能力,
相信这种思维模式有助于激发学生这些无止境的

创新潜能。
(三) 成长型思维模式有利于陡峭学习曲线的

形成

高效、 合理的学习效率是大学老师孜孜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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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之一, 目前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多强调设计

紧凑的课程节奏、 高效学习的教室环境、 规划合

理的教学模式、 注重课前预习与教学激励等, 并

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这些都是从 “教” 的角度

进行优化, “学” 是影响学习效率的另一项核心内

在因素, 培养学生成长型思维模式一个重要目的

在于 “提高学生在任何时间吸收、 保存并转述信

息的能力”, 培养其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方

法, 从而提高其学习效率。

　 　 四、 成长型思维模式教学的特征

分析

　 　 (一) 成长型思维教学课堂应当具有差异化、
回应式的特征

潜能是与生俱来的, 激发学生潜能从而在某

个领域或者方向上展现出突出的创造力是思维教

学的重要目的。 在课堂教学中因材施教, 充分重

视学生潜能和努力的作用, 承认学生本身存在的

差异性, 有必要根据学生的能力设计相应的教学

课堂; 其次, 通过构建 “回应式课堂” 激发学生

学习状态[10], 让学生主动参与教与学的过程, 教

师对学生的多维诉求和现实状态予以充分尊重和

积极回应, 十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二) 成长型思维教学具有鼓励批判性思维与

知识重建双重特性

通常, 批判性思维意味着拥有怀疑的精神、
能力和方法, 敢于怀疑权威、 定论; 时常分析一

种理论、 一种方法或是一种技术的现实合理性或

存在的合理性, 这种思维品质为创新提供了很好

的土壤。 但是, 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怀疑、 否定

往往比较容易, 如何基于自身知识体系, 在思考、
总结的基础上, 重构自身知识结构, 提出有效的

解决方案, 从而掌握新知识, 才是一个完整的批

判学习的全过程。 成长型思维教学与批判性思维

同样鼓励怀疑权威, 但是前者更为注重怀疑对学

生知识体系的贡献, 知识重构过程是训练学生创

新思维品质的关键。
(三) 成长型思维教学具有知识的高级认知能

力培养特性

在 Bloom 认知分类理论中, 教学目标分为记

忆、 理解、 应用、 分析、 评价和创造六个层次,
创造是最高级的认知能力, 可以用部分去构建协

调的整体, 它需要创新意识和思维, 形成你自己

的体系。 “创造” 汇集了所有层次的学习理论, 并

借此剖析, 设计, 尝试新的产品、 概念或功能,
成长型思维教学重点关注学生对于应用、 分析、
评价及创造能力的培养。

(四) 成长型思维教学具有开放性和成长性

创新型人才在知识结构上除了基础扎实、 知

识面宽以外, 其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 因此, 成

长型思维教学在知识体系上是开发式的, 教给学

生的不仅是课堂已有的知识点, 还包括培养学生

激活已有的知识, 经过理解、 吸收后, 与新的问

题相结合, 具备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 其次, 成

长型思维是一种对成长的邀请, 表明每个人都能

够在所有领域获得成长, 这种思维模式的改变一

般要从具体、 细微、 切近的问题开始, 通过逐步

推进, 在尝试打破旧规则的同时建立起新的思维

方式。
(五) 成长型思维教学具有学习品质训练的

特点

成长型思维者的行为通常会呈现如下特征:
拥抱挑战, 乐于尝试新事物; 遭遇阻力时锲而不

舍, 甚至越挫越勇; 将努力视为取得进步的必经

之路; 欢迎批评性意见, 尽力改进自己的行为;
注意从他人的成功中寻找经验、 获得激励; 这些

良好品质是进行创新的必备素质, 因此, 成长型

思维教学是一种有效的内容教学, 更是一种学习

品质的训练。

　 　 五、 开展成长型思维模式教学实

施的策略

　 　 为将创新型人才的能力要求和成长型思维模

式的教学特点进行有机融合, 从教学理念转变、
教学课堂设计、 教学工具运用以及实践教学四个

方面提出实施策略。
(一) 教学理念: 教师与学生均应持成长型思

维模式

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在其 《局外人·成功的

故事》 书中将神经的可塑性理念与学业成功联系

起来, 理解和相信神经的可塑性是认可成长型思

维的重要一环。 教师和学生认可成长型思维, 不

仅可以帮助了解学习、 指导和动机, 还可以提出

处理学习、 指导和动机的方式, 它直接影响了教

师对学生潜能与成就的信念和期待, 也能够提升

学生的学习效率、 降低学习焦虑, 促进学生自主

601



　
朱先强, 等: 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成长型思维教学方式

化发展。
(二) 课堂设计: 因材施教, 设计回应式课

堂,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创新型人才未来从事的工作不确定并且多具

有一定的挑战性, 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也不尽相同,
课堂的教学是不可能提供未来所需要的所有知识

内容, 因此, 学生必须具备自我学习能力、 创新

思维能力才能胜任未来工作需要, 课堂教学中应

当充分重视学生的能力差异和无限潜能, 根据其

能力基础设计相应的教学课堂。 对学生进行思维

训练首先通过预评估了解学生对技能、 概念的了

解程度; 然后给学生足够的预习时间, 激活学生

先前的知识, 设计紧凑的教学课程, 删减掉已经

学过的知识, 将教学内容简化, 为学生赢得更多

的时间, 使之在内容方面学的更深入、 更广泛;
在此基础上, 通过分组学习, 允许那些已经掌握

知识或者快速掌握内容的学生进入更高水平的学

习, 拓展思维模式; 最后在学习过程, 设计丰富

多样的课堂评估环节, 是学生快速了解知识的掌

握程度, 激发其创新思考和反思学习的能力。
(三) 教学工具: 灵活运用新型教学工具在激

发学习兴趣、 提高创新实践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 “互联网 + ” 教育时代背景下, 一些新兴

的教学手段不断出现, 例如翻转课堂、 微课、
MOOC、 雨课堂等各种新型教学理念与网络教学平

台的快速发展, 这些新兴的教学手段极大丰富了

传统教学过程中单方向的模式, 比如面向高等教

育领域的智慧教学工具 “雨课堂” [11], 在课前导

学、 课堂教学、 课后作业三者之间建立沟通桥梁,
不仅让师生之间的线上交流与线下互动变得轻松

便捷, 而且满足了每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对于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效率和学生的实

验动手能力与创新实践能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 实践教学: 面向实践检验教学效果, 以

练促学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的在于创造性解决问题

的能力培养, 在人才培养过程的评价环节除了课

堂评价、 考试测验等方式外, 需要引入用人单位

事件教学和评价机制, 将课堂教授与实践锻炼紧

密结合, 从而使学生更加直观、 形象和深入地理

解课堂所学的知识[12]。 具体实践方法包括: 第一,
与用户单位联合建立教学实践环境, 开展邀请讲

学、 学生实习、 参观等实践活动; 第二, 精心设

计问题情景, 激发学生积极探索的欲望; 第三,
引入开放式教学模式, 给学生自由探索的时间和

空间, 教师角色由权威教授者转变为实践教学活

动的组织者、 指导者和参与者, 而学生转变为知

识的构建者; 第四, 创造学生合作交流的时间和

机会。 合作学习让学生参与实践教学、 投入探索,
表现自我、 积极主动, 在合作交流过程中学习别

人的方法和项目, 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 学会

与人交往、 合作、 创新, 形成良好个性, 提升自

学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六、 教学实践: 以指挥信息系统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为例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
是在军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对指挥信息系统相关

的网络系统、 资源系统、 应用系统的新建、 升级

和改造工程[13],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是可以适应当前信息化建设发展需求的指挥

信息系统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并建立其合理的知

识结构, 培养学员科学的思维方式, 提高实用技

能, 以适应将来在军队从事指挥信息系统相关岗

位的要求。 指挥信息系统的学科内容涉及指挥控

制、 情报侦察、 预警探测、 通信、 武器控制和其

他作战信息保障等诸多内容, 随着信息化、 智能

化、 网络化技术以及军队信息化步伐的加快, 本

专业学科内涵、 知识点快速演变, 指挥信息系统

工程专业人才除了应当掌握精神的专业知识, 还

应当有广博的知识面, 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快速适

应新技术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基础, 鉴于此, 以成

长型思维模式教学实施策略为指导, 针对指挥信

息系统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进行了实践, 实

践过程从教学理念转变、 教学课堂设计、 教学工

具运用以及实践教学四个方面开展, 具体见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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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成长型思维教学在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实践

实践类别 指导原则 实践措施

教学理念转变

强军思想引领

需求问题导向

教育思想创新

能力塑造驱动

供给改革推进

1.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人才的知识结构必须既精通指挥专业, 又必须具有扎实广博的

科学文化知识、 工程技术知识和军兵种知识;

2. 拓展部队实践, 注重学员对部队的适应能力的培养;

3. 重视加强对主要军事强国的研究, 紧盯美军变革趋势, 做到知己知彼;

4. 加强典型战例研究, 学习掌握现代战争的作战理念、 攻防样式、 特种战法、 指挥

模式, 开阔思维眼界, 借鉴有益经验, 为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奠定扎实理

论和知识基础。

教学课堂设计

问题导向主线

与时俱进主线

系统平台主线

回应式课堂主线

1. 在指挥信息系统运用于保障知识、 联合作战知识等业务知识教学过程中, 以知识

运用背景中的问题为牵引, 教授知识点的同时, 传授知识运用技巧;
2. 面向军事信息化、 智能化对指控的新需求, 建设联合作战、 信息系统、 数理基础

等必修和选修课程群, 形成完备、 符合时代特征的课程体系;

3. 遵循 “因材施教、 鼓励创新” 培养思路, 在指挥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指挥控制

原理与运用等核心课程中引入分组教学、 开放式作业设计等教学方法, 探索学生深

度参与的回应式课堂;

4. 围绕人才指挥信息系统工程能力、 装备运用能力、 运维保障能力等能力培养需求,
教研结合, 将研究形成的系统平台引进课堂, 加强指挥信息保障类课程的实验改革

和建设, 增加包含最新技术的新内容教学设计;

5. 注重数理教学主线, 通过数据科学相关的课程设置增强学生在未来岗位上 “精
算、 神算、 细算” 的能力, 为其创造性开展工作提供扎实工具支撑。

教学工具应用

线上线下混合

竞赛式教学

全程导师制

1. 充分运用互联网教学平台, 特别是在数理课程群中, 引入 “雨课堂” 教学工具,
支持课前导学、 课堂教学、 课后作业的便捷互动;
2. 在数据挖掘、 程序设计等课程中, 将参与 Kaggle、 互联网 + 等公开竞赛作为课程

成绩的一部分, 锻炼学以致用的能力;
3. 引入 “超星学习通” 学习工具, 建立课程学习群, 支持线下教学、 线上随时讨

论、 交流, 提高学习效率;
4. 建立全程导师制, 给每名本科生配备指导老师, 基于 “超星学习通” 不定期线上

交流, 同时定期以组会等形式线下交流。

实践教学

面向实践

以练促学

开放交流

1. 建立了 “指挥信息系统教研实践环境”, 通过自研、 采购及引进的方式建设贴近

用户的实践平台, 支撑指挥信息系统设计、 指挥控制体系分析等核心业务课程的

实践;

2. 教研结合, 加强研究实验数据集向教学案例的转化工作, 建设完善的联合作战指

挥、 指控体系设计、 体系分析的实践案例库;
3. 鼓励交流与合作, 建立学员内部学习小组, 加强内部学习心得交流; 邀请兄弟院

校、 用户单位在技术、 问题及应用方面开展交流。

七、 结语

高等教育体制下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当前

教育关注的重要课题, 本文从思维模式教学的角

度研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分析了创新型人

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提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

在于培养学生的成长型思维, 在此基础上, 分析

并提出了成长型思维模式教学的特征和实施策略,
以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为例进行了实

践验证, 可为高等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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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 科研创新和工程实践能力突出的师资队伍。
6 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与二等奖, 64 人次获

军队和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一等奖

38 人, 二等奖 26 人), 团队先后被评为 “军三星”
建设先进集体、 北斗二号卫星工程突出贡献集体、
全军首届备战标兵单位 (10 个获奖单位中唯一的

科研单位), 团队已成为我国北斗系统建设和装备

应用的主力军与国家队。 同时, 形成有效的学术

研讨交流机制, 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提升北斗核心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

四、 结语

本文针对我国卫星导航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培养需求和存在的问题, 基于北斗教学科研, 探

索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和实践教学

方法, 总结北斗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实践

教学成效。 我校导航与时空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是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承担了高素质人才培养与

工程研究的双重使命与任务。 经过近二十年的建

设, 已基本形成制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培养体

系从培养模式、 研究课题选择、 课题研究条件建

设与保障等几个方面入手, 提升人才培养的综合

能力, 相关的培养能力建设思路可为我军新型军

事人才培养能力建设提供一种实践的参考。 核心

思路是通过 “团队化” 模式协作培养人才, 这种

模式不仅可提升北斗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效

率, 也可促进学科融合, 提升人才培养整体实力,
快速适应外部需求变化。 该培养模式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效益, 未来将深入调研我军装备和使用模

式, 了解实际作战场景, 提炼相关内容, 充实当

前的课程内容和课题库; 同时, 加强与同领域、
相关领域研究院校的交流与合作, 尝试合作培养

人才, 不同团队分工协作, 发挥各自的优势, 进

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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