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中小学创新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多元模式

吕文清　谷　婧　著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多元模式／吕文清，谷婧著．－－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２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３５－４２３０－７

　Ⅰ．①创…　Ⅱ．①吕…②谷…　Ⅲ．①中小学生－创造型人才－人才培养－研究－中国

　Ⅳ．①Ｇ６３２．０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４）第２８７１４７号　

书 名：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多元模式

著作责任者：吕文清　谷　婧　著

责 任 编 辑：王丹丹　王　君

出 版 发 行：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１０号（邮编：１００８７６）

发 行 部：电话：０１０－６２２８２１８５　传真：０１０－６２２８３５７８

Ｅ－ｍａｉ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ｂｕｐｔ．ｅｄｕ．ｃｎ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７２０ｍｍ×１　０００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１７．７５
字 数：３４３千字

版 次：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第１次印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３５－４２３０－７　　　 定　价：４２．００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
中小学创新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

编 委 会

顾 问　尹丽君　张凤华　潘四发

主 任　张彦祥

副 主 任　栾心立　李　红

总 主 编　吕文清

编 委　（排名不分先后）

王殿军　怀　英　刘　超　李亦菲　刘政安　汤　彬

张树川　蔡宗翰　马　强　李锦鹏　滕宝忠　文军庆

秦　迪　姜金秋　王国明　卞爱美　谷　婧　田澍辰

王征宇　滕宝忠　曹志远　段秋晗　宋晓燕　齐晓恬

陈真玲　王笑菲　雷琛琛　张　利　王　祎　刘　欢

翁秋怡　靳晓燕　罗　娟　刘晓兰　吴新胜　宋　薇

寻　峰　王牧歌　徐　军　李黎明　朱　凯　张亚红

马晓华　任红轩　赵向东　杜小鸿　乔文军　王英伟

曲　池　李　锐　李作林　丁伯华　刘作亮　魏振英

王卫宁　张金玲

本册著者　吕文清　谷　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让创新成为可能

自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启动以来，海淀区按照
“终身学习”理念，实施 “大教育—大课程—大课堂—大资源”工作思路，在
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２００９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
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ＧＥＡ０９００２０）引领下，围绕 “实
践”和 “创新”，把大中小各学段相互贯通，各个学科和各学习任务相互整
合，各种学习途径和学习资源深度统筹，学校、社区、家庭等教育阵地进行
生态化再构，初步建立了以推进中小学生深度实践学习为核心，以探究性项
目活动为抓手，以资源供给为突破，以联合联动、共享共赢为策略的操作机
制，探索了社会大课堂应用的大中小联动、课题项目带动、企业社团参与、
学校社区互动、学区整体推进、常态综合应用六种实践模式，努力将社会资
源向教育资源转化，将教育资源向课程资源转化，研究、编写、开发了 “创
新人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中小学创新教育理论与实践”和 “创新人
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社会大课堂创新实践课程资源包”两个系列丛
书，包括中小学生实践性综合学习和创新性探究学习的各种课程形态，初步
形成了中小学创新教育从理论建构，到机制模式，到课程资源，到实施指导
的完整体系，基本满足研究参考、教学指导和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的需求，也
应对大数据和大文化时代学习方式变革。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中小学创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系列
包括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理论与战略》《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多元模式》《创新
人才早期培养课程与教学》《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案例研究》《创新人才早期培
养 “大中小联动”》《创新人才早期培养 “千人计划”》６本。本丛书主要以海
淀区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创新教育板块为实践基础，加以研究总结、概括而
形成，为中小学校创新教育提供基本理论、操作体系、实践模式、校本课程
和资源支持。其特色是回应 “钱学森之问”，落实 《纲要》关于人才培养模式
变革精神，探索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就创新人才早期
培养的理论和实践给以系统建构，在资源开发、学习形态和操作模式上力求
突破，为中小学创新教育提供操作 “完形”和行动 “支架”，满足区域内外对
大教育、大课程、大课堂模式借鉴的需要。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整体解决方案之：社会大课堂创新实践课程资源包”
·１·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多元模式

主要以实践性、综合性、开放性、情境性和创新性为原则，以植物、生物、
材料、文化等实践项目为载体，以大学、科研机构等真实环境和现实资源为
支撑，以探究学习、项目学习和课题学习为方式，引导学生迈出真实创新第
一步，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创新，基本涵盖了中小学生创新课程与项目教学的
各种典型形态。具体包括：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课程资源”总表》主要是由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
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利用海淀社会大课堂
资源平台，携手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子课题项目单位合作开发，是创新
人才早期培养实践课程资源包的总指南、总导航，分别按照学校相关学科和
资源使用方式分类，为中小学校、学生自选活动课程提供了依据。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实验室探究”》主要是由 “海淀社会大课堂”“未
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
清华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中
国科学院科学与文化传播中心开发的科技探索系列课程。这类课程将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探究课程对中小学生开放，利用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的高
端科技资源，让学生实践 “真实情境→发现问题→检索资料→提出假设→检
验想法”的完整过程。其课程特点是尊重孩子的天性，让学生掌握过程和方
法。这类课程是开拓学生科技视野，培养学生科研兴趣的最佳途径。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自然世界”探究》主要是由 “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
手北京林业大学实验林场、鹫峰国家森林公园共同开发的系列课程。针对现
代中小学生学业繁重，脱离大自然的现象，该课程特意开发了结合学校课程
的自然探究活动，引导学生走出小教室，走进森林大课堂，充分接触自然，
享受自然，同时在娱乐中学习，集教育性与休闲性于一体。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植物世界”探究》主要是由 “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
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科普办公室开发的系列课程。针对学生身边植物资
源丰富，但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不能深入探讨科学现象的情况，该课程结
合植物园的地理、环境、设施、成果、人才等特点，本着 “体验中学习、探
索中感悟、自然中解压”的社会大课堂自然探究理念，围绕生物多样性、沙
尘暴、牡丹科技文化、有毒植物等主题设计活动，把植物相关的有趣现象作
为探究项目，引导学生深度观察和理解事物，关注知识的应用，让探究学习
成为习惯和思维，进一步学会生活，学会创造。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纳米世界”探究》主要是由 “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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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创新成为可能

手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开发的系列课程。纳米科学和技术在生活生产中广泛应
用，是学生科学课程与探究实践联系非常紧密的领域，是引导学生关注科学、
技术、数理、艺术、社会整合的典型载体。通过纳米科学和技术若干常见问
题的深入探究，促发学生观察现象、发现问题、探究原理、突破认知。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生命世界”探究》主要是由 “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
手中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开发的系列课程。中小学生对生命世界非常
好奇，但缺少科学又好玩的课程。此课程设计若干学生常见又迷茫的问题，
引导学生通过实验进行探究和解析，形成对生命世界原点问题的透视，优化
认知结构和创新思维、方法，并关注对事物的整体理解。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精准农业”探究》主要是由 “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
手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小汤山精准农
业示范基地开发的系列课程。在信息化时代，农业管理和耕作技术有巨大变
化，为让中小学生探究农业高手的秘密武器，跟踪前沿课题，我们专门设计
了 “精准农业”板块，学生可以通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感悟科学、
技术与社会，穿越历史时空，体验创新的无限魅力。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民族文化”探究》主要是由 “海淀社会大课堂”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
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共同开发的系列课程。此课程包括民族歌曲我来
唱、民族史诗我来读、民族乐器我来听、民族文字我来写、民族语言礼仪我
来学、民族故事我来讲、民族工艺我来做、民族名人我知道、民族知识我来
答、民族舞蹈我来跳１０个板块，配有精美的课件，展现各个民族的特色文
化。此课程符合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理解能力，内容生动活泼，以体验探
究的形式，融知识性、科学性和文化性于一体，堪称民族文化盛宴，经过在
北京部分中小学实验很受欢迎，能够有效促进中小学生民族认知和文化理解
能力的提升，还曾作为全国少数民族 “大家园”指导课程在人民大会堂展示，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层探究与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创新指南”》主要是由 “海淀社会大课堂”“未成
年人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协同部
分实验学校开发的创新课程。针对学生对创新有神秘感，找不到抓手和方向
的情况，本课程选取学生的一些微创新、小发明项目，解读其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线索，引导学生构建创新思维、方法、逻辑，更开阔、深层次理解
创新本质，真正让创新课题回归身边和常态，让中小学生的创新成为可能，
让创新行为和创新人才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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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多元模式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之 “课题学习”》主要是由 “海淀社会大课堂”“未成年人
校外教育基地标准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总课题组，携手中国科学院
科学传播办公室开发的趣味探究课程。本着利用身边资源，深度探究，问题解决，
能力拓展的理念，设计了部分习以为常且看似简单，但往往模糊不清的小课题，
通过解决问题，澄清观念，探索规律，实现迁移和创新。把课题学习作为收尾课
程，希望把创新实践常态化，建立基本学习形态，达到 “日日新”的境界。

同时，基于社会大课堂资源环境的创新实践课程建有完整的体系和框架，
一是按内容分为人文探究、科学探究、艺术探究、自然探究和拓展探究五个
系列；二是按照地域分为海淀共享课程、北京精品课程、国内经典课程和国
际高端课程四个层级；三是从时间维度分为常态大课堂探究、周末大课堂探
究、春秋游大课堂探究、小长假大课堂探究和寒暑假大课堂探究五个实施阶
段；四是按课程形态分为综合探究、学科探究、主题探究、体验探究、实践
探究等多种样态；五是从功能分为对话世界、认知突破，深度学习、多元建
构，体验感悟、提升素质，挖掘潜能、精彩人生等价值参照体系；六是每个
活动包括功能、特点、目标、内容、过程、方法、评价等系统要素，体现中
小学生实践教育的专业性引领品质，以推进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的社会化、生
活化、常态化，构建大课堂深度学习的标准和模式。

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尚属新领域，是新探索，很多模式远未成熟和成型。
在这两个系列丛书研究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和中小
学校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大批专家、
学者的积极参与，得到了教育部、科技部、北京市教委、中关村管委会、海
淀区政府等指导，使１６０多个中小学创新教育的课题项目得以深入开展，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愿意与各界一道，继续推进中小学生创新教育的
深入探索，以开拓中国教育创新和创新教育之路。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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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视角

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

（一）模式的词义解释

“模式”，在我国 《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 “事物的标准样式”。《现代汉语词

典》定义为：“模式，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

模式一词在英语中翻译为 “Ｍｏｄｅｌ”。《英汉大词典》中，“Ｍｏｄｅｌ”一词有模
型、原型、样式、模范、典型、榜样、款式等多种解释①。 “模式”是现代社会
生活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个专用术语，它有着多种含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
的视角出发，对模式的解释也是见仁见智。我们可以根据其使用范畴的不同而将
其称作为 “模型、样板、范式”等。根据人们对 “模式”概念的理解和 “模式”

实践应用的情境的不同，学者们往往把 “模式”归结为策略、理论和结构三种范
畴以方便表述。

（二）模式的方法论

“模式”，其实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它能够提供一系列原则性的规
定、法则以及方法，这些规定、法则和方法既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人们
的准备准则，能够指引人们更加高效、顺利地解决某类问题，是一个高度抽象的
概念。

我国学者查有梁先生从科学方法论的层次，对模式做了较为全面的定性描
述，他认为：“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操作与科学思维方法。它是为解决特定的
问题，在一定的抽象、简化、假设条件下，再现原型客体的某种本质特性。它是
作为中介，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原型、构建新型客体的一种科学方法。从实践
出发，经概括、归纳、综合，可以提出各种模式，模式一经被证实，即有可能形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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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理论；也可以从理论出发，经类比、演绎、分析，提出各种模式，从而促进实
践发展。模式是客观实物的相似模拟 （实物模型），是真实世界的抽象描写 （数
学模式），是思想观念的形象显示 （图像模式和语义模式）”①。显然，在他的描
述中，模式不仅仅有词典中所解释的含义，而且还是一种科学操作和科学思维的
方法，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是处于实践和理论之间的中介方法。模式既
不等同于理论，也不等同于实践，但它是沟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与桥梁，介
于理论与实践之间，与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

模式亦称 “范式”，在社会学中，是指研究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
和解释方案，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在教育领域中，从宏观调控的
需求考虑，我们同样追求一种求同存异的 “范式”指导。

（三）模式不同领域的理解

我国学术界的一些理解：“所谓模式是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表征活动和过程
的一种模型或形式。一种模式蕴涵着一定的理论倾向，代表某种活动结构或过程
的范型，一般通过数学、图文或文字的形式，以一种简洁的形式再现活动的结构
和操作程序”“模式是一种问题解决的思维方法”。美国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学者比
尔和哈德雷夫在研究了一般模式后做出如下定义：“模式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
性的、简化的形式”。

综合看来，模式的语义是可供人模仿的样子，它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体
现了事物的本质和一般特点的基本结构；它舍弃了事物的细节，反映了事物的基
本特征。它上秉抽象理论下承具体实践，是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间环节，其中
介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将实践经验抽象概括为理论的雏形；另一方面表现在根据一
定的理论提出假设，设定相应的活动条件和操作程序，以指导实践，是处于理论
和实践经验之间的中介，充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因为模式具有这种联系理论与实践的功能，所以只要是针对解决问题的思维
方法都可以用模式论方法加以研究。建立模式是源起于解决特定的问题，问题得
到解决是建立模式的目的。所以建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针对性地解决
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
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只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
顿。”这正是建立模式的意义所在。

汉语里 “模式”与 “模型”意义相近。《辞海》对于 “模”的解释有三：一
是指制造器物的模型；二是指模范与榜样模式；三是指仿效与效法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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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是研究对象的替代物，与原形相对，是系统或过程的简化、抽象和
类比表示。模型被运用于不同的领域。如在经济学上，模型能描述出事物实体或
社会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和变化规律，是一种定量的抽象和概括。在管理学上，

一般以 “模式”替代 “模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 “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模
式”“温州模式”与 “企业模式”等。“模式”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
的式样，是对某种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
式①。管理模式是将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工具运用于企业，使企业在运行
过程中自觉加以遵守的管理规则体系。其表现形式为制度、操作程序、风格等。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必须有相当固定的法律制度、组织结构等。

对于模式的定义共有四个层面：第一，模式是一种结构，它是包含许多 “部
分”的有机整体，部分的不同组合便形成了不同的模式。第二，模式是一种方
法。作为科学方法，其要点是分析主要矛盾，简化问题，抽取事物的典型特征，

概括其本质，以便较好地解决问题。作为一种操作方法，它是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逐步积累、相对定性分析的典型经验的集中概括与反映，为处理其他同类事
物提供了可资借鉴与应用的一般操作模式，因而其往往具有典型性、示范性、可
操作性。第三，模式是一种中介，它是沟通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桥梁。它既能促进
理论的提高，又能促进实践的发展。第四，模式是现实的简化。模式能够将现实
中很多复杂而烦琐的事情简化，便于理解和使用。

（四）模式的一般特征

一是仿效性。模式作为一种参照样式，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其构成要素具有
相对稳定性，人们可以照此模仿，甚至照着做，进而得出近似结果。

二是中介性。模式既有从理论到模式再到实践这一程序，也有从实践到模式
再到理论这一程序，它是介于理论与应用之间的中介形式，它沟通理论与实践，

既能促进理论提高，又能促进实践发展；既有理论的指导性，又有具体的操
作性。

三是发展性。模式不是僵化的结构形式，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开放系统。

（五）人才培养模式

学者们对 “培养模式”概念的界定各有不同，从收集的资料来看：袭恰祖在
《论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中阐述为：“模式是介于经验和理论之间、目标与实践之
间的那种知识系统。培养模式是以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既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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