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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松江区教育局通报创造教育工作 

          提纲 

一、对松江区教育局给予创教委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一）对松江区教育局给予创教委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二）对松江区 9 所实验基地学校给予创教委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二、松江区创造教育的实验基地学校及创造教育工作 

（一）松江区有很多的中创会创造教育实验基地学校 

    高中实验基地学校 2 所：松江一中（市），松江二中（市）。 

初中实验基地学校 2 所：松江民乐学校（九年一贯），松江区车墩学校。 

小学实验基地学校 3 所：松江区九亭第二小学，松江区实验小学，松江区中

山小学。 

幼儿园实验基地学校 2 所：上海西外外国语幼儿园（民办），松江荣乐幼儿

园。 

松江区一共有 9 所中创会的创造教育实验基地学校，占全市创造教育实验

基地学校总数的 4.17％。 

（二）松江区近六年发展的创造教育的实验基地学校 

2014 年 6 月发展了 1所：九亭第二小学。  

（三）近年来松江区创造教育实验基地学校参与中创会创教委组织的活动 

1 所基地学校荣获中创会创教委首届创造教育研究成果奖一等奖——2014

年 

松江二中：基于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的“统整与协同”教学模式适应性研究 

0 所基地学校荣获中创会创教委第二届创造教育研究成果奖——2016 年  

三、上海市教委付主任贾炜讲话精神 

2014 年 12月 23日下午 1:30 上海市教委付主任贾炜参加了在杨浦区少年宫

召开的“中国创造学会创造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4 年年会”。 

他在会上关于创造教育作用与意义谈了三点看法： 

（一）创造教育为教育科研与教育改革提供依据 

（二）创造教育为教育科研与教育改革解决疑难问题 

（三）创造教育为教育科研与教育改革提供真问题 

他在会上关于创造教育工作实践操作谈了三点看法： 

（一）各级政府要为创造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创造条件 

（二）中创会创教委与创造教育实验基地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创造教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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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期望产生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三）创造教育要加大省际交流与国际交流 

四、关于基础教育创新人才培育的几点思考——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贾炜 

（刊 2015 年《创造教育研究》卷首语） 

上海作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在高考制度上

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由原来的“3+1”模式改变为“3+3”模式；相应地，上海的

中考制度也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改革。在上海的考试制度改革中，一个非常明显的

特点就是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及其在学校自主招生中的运用，更加重视

和突出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育。当前，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的目标，对基础教育为未来人才所需具备的创新素养的奠基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基础教育应当在创新人才培育方面有

所作为，并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努力。 

一是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1943 年在《创造宣

言》中指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可见，人

人、时时、处处都可以创造创新，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倡导人人都有

创新能力、时时处处都可创新创造的基本理念。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创造天赋和

潜能，教育的意义在于发现他们的天赋和潜能，顺应天性培养人才。要做到这一

点，首先需要广大校长和教师能善于把人人、时时、处处都作为“挖掘点”来不

断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是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关于人的学习与创新能力，东西方历来存在

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西方倾向认为学习与创新能力与生俱来，东方则倾向认为学

习与创新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和人自身的努力来培育。我们应当把东西方的观点结

合起来，既看到每个学生拥有的多元智能，又肯定教育对学生多元智能发展的促

进作用。从创新能力的培养角度说，在课程上，学校的课程要实现多样化和个性

化，让每一个学生都能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课程内容；在教学上，要优化学生的

学习方式，采用合作式、批判式、讨论式与探究式学习，让学习更多与实际生活

中的问题解决相结合；在评价上，要改革评价标准，并以设置主观题、思辨题等

进一步激活学生的创新思维；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更要注重学生发现问题、建立

新的联系和对学生个性化、创造性表达的鼓励。 

三是注重学生创新人格的培养。好奇心、自信心、挑战与冒险精神、意志力、

独立思考的习惯等都是创新人格的表现。培养学生的创新人格，不仅要发现学生

的创新天赋，更要激发学生的创新激情。创新激情很重要，因为它是创新最为深

层、强烈而持久的原动力。然而，我们常常会看到教育本身恰恰正在扼杀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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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激情。这是因为当前的教育中，学生获得的评价源于考试，而我们的考试往

往是终结性评价，太多的标准答案把学生原本活跃的思维慢慢统一化、格式化了。

培养创新人格必须突破这些局限，聚焦学生创新品质的养成。这些创新品质，既

包括学生的独立思考、专注、坚持、计划、反思等学习品质，也包括他们在合作

学习中与他人的合作和对他人观点或权威观点的挑战。要做到这些，我们的校长、

教师要形成一个新的学生观，并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品质培养和创

新人格塑造。 

四是注重创新创造环境的建设。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持。这种

环境不仅包括有利于创新的物质环境，也包括崇尚创新的文化环境，更需要为学

生创设起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学习环境。当前的高考改革，就是在创设支持学

生创新创造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强调不仅要看学生的成绩，还要看学生

的综合素质、问题解决能力、跨学科学习能力，更要重视学生的亲身体验。基础

教育的科学发展呼唤创新人才培育的“去功利化”。只有我们把创新“去功利化”

的时候，学生的创新空间才会更大，创新的氛围才会更宽松，也更容易让我们的

校长和教师真正关注学生的天性，找到他们的天赋，为每一个学生面向未来的学

习创新和全面而个性的终身发展创造条件。 

五、和松江区教育局联合开展创造教育活动 

（一）培养学生、教师的创新精神与创造力仍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二）和松江区教育局联合开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创造力的创造教育活动 

（三）和松江区教育局联合开展培养教师创新精神与创造力的创造教育活动 

（四）利用《创造教育研究》年刊与年会宣传松江区创造教育研究与实践 

(五)调整和发展实验基地，总结经验、组织展示、推广成果 

                                        2017 年 3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