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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践”教育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

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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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教育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在“生活·实践”教育视域下探

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的挑战。本文分析国

内外研究进展，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融合项目制学习、构建实践基地、促进跨学科整合、

鼓励自主研究、强化社会服务体验、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及加强教师培训等多元化策略，进而构建

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生态系统，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培

养未来社会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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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s a hot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in the educational sector. 

Currently, the exploration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and practice" 

education has achieved gratifying results, yet it still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posed b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By analyzing research progres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dentifying existing issues and deficiencies, 

and adopting diversified strategies such as integrat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establishing practical bases,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ncouraging independent research, enhancing social service experiences, deepen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eacher training, we aim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level educational ecosystem. This ecosystem will stimulate students' innovative potential,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path for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for 

futur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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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教育是依据

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能力、

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现代社会对于拥有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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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教育模式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缺乏对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缺乏应对实际问题

的能力，无法满足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生

活·实践”教育视域的教育模式应运而生，它提供

“一套全面的人才培养策略，旨在促进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发展”[1]。研究“生活·实践”

教育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路径，能够为教育

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国内外研究概述 

2.1 国内研究现状 

政策推动方面，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才培养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政策如“双一流”建设、

创新创业教育等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政

策支持。理论研究方面，学者关注“生活·实践”

教育的理论基础，探讨如何将生活实际与教育实践

相结合，以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例如，朱永新教授提出“新教育”理念，强调教育

应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人

才需要在真实的生活和实践中学习，通过项目制学

习、探究式学习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教育

模式探索方面，学者通过“探讨‘生活·实践’教

育视域下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2]，强调实践

与理论的结合。例如，杨东平教授一直关注教育公

平与质量，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应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提倡多样化的教育模式。

跨学科融合方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跨学科的

知识整合，“跨学科整合可以促进知识交叉和创新

思维的培养”[3]，学术研究开始关注如何通过跨学

科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2.2 国外研究现状 

教育理念方面，欧美国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性，许多学校建立了基于项目

的学习（PBL）和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

模式，强调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学习体验。肯·罗

宾逊（Ken Robinson）强调创意和创新的重要性，认

为教育系统需要变革，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

他提倡个性化学习和实践导向的教育。心理学家霍

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理

论强调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智能类型，教育应根据

学生的特长进行个性化培养，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

供了心理学基础。“日本英才教育形成了多样化、特

色化的英才教育实践路径”[4]；美国的麻省理工学

院、斯坦福大学等通过多样化的课程设置和实践机

会，培养了大量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评估与反馈

机制方面，学者关注评估与反馈机制的构建，通过

对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进行系统评估，为教育教学

改革提供依据。 

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普遍认

为实践和生活经验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中至关重要，

强调个性化教育、实践导向学习以及多元智能的理

论框架，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路径提供了理论支

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理论与实践脱

节，在“生活·实践”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教学

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脱节，部分学校在实施过程中缺

乏有效的实践环节，导致学生无法在真实情境中锻

炼能力；二是教育资源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类

型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异较大，优质的实践机会

和项目往往集中在一部分学校，导致整体创新人才

培养的公平性不足；三是师资力量不足，对于实施

“生活·实践”教育的教师，尤其是具有实际经验

的教师资源匮乏，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实践体

验，迫切需要“更新人才培养理念，组建专家引领

型的培养团队”[5]；四是评估机制不完善，现阶段

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评估体系尚不完善，缺乏对

实践学习效果的系统性评价，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未来的研究应该加强在加强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师

的实践指导能力以及建立健全的评估机制等方面，

以更好地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3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 

在“生活·实践”教育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

的培养路径应综合多种教育理念和实践策略，通过

项目制学习、实践基地建设、跨学科整合、自主研

究、社会服务、创新创业教育和教师培训等多维度

措施，形成一个全面支持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发展的教育生态。 

3.1 实施项目制学习 

通过项目制学习，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

的能力和技能，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终实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要选择符合学

生兴趣和专业方向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创新性的

项目；加强团队合作，共同完成项目，学生学会有

效沟通、协作和领导能力；注重实践操作，学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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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项目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知识，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导师的指导

和辅导，指导学生制定项目计划、解决问题、提供

反馈意见等，帮助学生顺利完成项目；进行成果展

示，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成果和收获，提高自信心和

展示能力。 

3.2 构建实践基地 

通过建设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践学

习环境和机会，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需求，确定实践基地

的定位和目标，可以是校内的实验室、创客空间，

也可以是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外部合作建立的实践

基地；建设实践基地要考虑到实践教学的需求，包

括实验室设备、工具设施、计算机软硬件等，确保

实践基地设施完备，能够支持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和

项目实施；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导师指

导学生进行实践活动；设计各种类型的实践项目，

涵盖不同领域和专业方向，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和兴趣。 

3.3 促进跨学科整合教育 

通过跨学科整合教育，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

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明确跨

学科整合的目标和意义，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促

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和创新思维；设计涵盖多个学科内容的跨学科整

合课程，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跨越学科边界，

融合不同学科知识和技能；教师团队之间的合作和

协作，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设计课程、共同指导学

生，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跨学科整合教

育中，设计跨学科项目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应用

多学科知识和技能，解决复杂问题；整合校内外的

跨学科资源，包括学科专业资源、实践基地资源、

企业合作资源等，为跨学科整合教育提供更多的支

持和机会。 

3.4 鼓励自主研究与探究学习 

通过自主研究与探究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拔尖

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要通过问题导向的学习、启

发式教学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探索解决

方案，培养他们的探究欲望；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资

源支持，包括图书馆、实验室、网络资源等；教导

学生研究方法和技巧，包括文献检索、实验设计、

数据分析等，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效果；鼓励学生自

主设计研究项目，选择感兴趣的主题进行深入研究，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力；在学生进行自主研究

与探究学习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反馈，指导

学生制定研究计划、解决问题、提供反馈意见等，

帮助学生顺利完成研究项目。 

3.5 强化社会服务与志愿活动 

通过社会服务与志愿活动，学生在实践中培养

团队合作、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等能力，为拔尖

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支持和机会。要设计社区

服务项目，让学生参与社区环境改善、社会问题解

决等活动，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组织公益活动，让学生体验公益事业的意义，培养

他们的爱心和社会关怀意识；提供学生参与社会服

务的实践机会，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问题和需求，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设立导师制度，

指导学生参与社会服务项目，提供指导和支持，促

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组织学生志愿团队，定期开

展志愿活动，如环保、扶贫、健康等领域，培养学

生的团队协作和领导能力；让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

规划和执行过程，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执行力，

提升实践能力；鼓励学生结合社会服务需求提出创

新项目，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实

践能力；引导学生思考社会服务与创新的结合，探

索如何通过创新项目产生社会影响，促进社会进步

和发展。 

3.6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创新思

维、团队合作和实践能力，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提供重要支持和机会。要设计创业导向课程，帮助

学生了解创业基础知识、创业流程和创新创业的重

要性，让学生通过实践项目、案例分析等方式，锻

炼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供创业实践平台，支持

学生创业项目的孵化和发展，提供资源和指导；配

备创业导师团队，为学生提供创业指导和支持，帮

助他们实现创业梦想；组织创新创业竞赛，激发学

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和竞争意

识；评选并支持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为学生提供

展示才华和实践机会；邀请成功创业者进行讲座，

分享创业经验和故事，激励学生勇于创新和实践；

与企业合作开展实践项目，让学生深入企业实践，

了解实际创业环境和需求；培养创新创业文化，倡

导学校师生积极探索、勇于实践，营造创新创业的

氛围；组织创新创业主题的活动和讨论，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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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创业潜能，培养他们的创业精神和能力。 

3.7 加强教师教育培训 

“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时期，拔尖

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对教师教育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6]。强化教师教育培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要设计针对教师专业

发展的培训课程，包括教学方法、课程设计、教育

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创新教育理念的培训，

引导教师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进

行案例教学培训，让教师通过实际案例和问题情境，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组织实践教学体

验活动，让教师亲身体验生活·实践教育的重要性

和效果；鼓励教师团队合作，共同设计课程、开展

教学项目，促进教学团队的协作和创新；组织教师

经验交流活动，分享教学实践经验和教学成果，促

进教师间的学习和成长；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估体系，

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和专业发展进行评估和反馈，帮

助教师不断提升；为教师制定个性化的教学发展规

划，根据个人需求和目标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支持；

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让教师分享创新教育资源

和教学经验，促进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创新。 

4 结语 

在“生活·实践”教育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

自主培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新

阶段我国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任务”[7]。项目制

学习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实践平台，鼓励他们在具

体情境中解决问题，提升创新能力。实践基地的建

设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让他们在真实的工

作环境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增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与应用。跨学科整合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

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和批判性思维。自主研究使学生在探索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增强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研究能力。

社会服务活动不仅帮助学生了解社会需求，还能培

养他们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创新创业教育是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与创造力的重要环节，通过创业

项目的实施，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商业思维和风险管

理能力。教师培训的优化与提升是确保教育质量的

关键，教师应具备引导和支持学生创新的能力。未

来，项目制学习和实践基地建设将进一步深化，跨

学科整合和自主研究将成为常态化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社会服务和创新创业教育将培养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际操作能力。通过持续优化教

师培训，提升教育质量，构建更加灵活和高效的培

养体系，最终实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

拔尖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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