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學生需要具有哪些質素才能具有創新思
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
一認為，創新人才應具有三大共
性，即好奇心、想像力和批
判性思維能力。而在
中國的傳統教育
文化中，這
三條都是匱
乏的。

好奇心驅動發現
錢穎一表示，此前，有幾位諾貝爾物理獎獲

得者到清華與學生座談。當被問及什麼是科學
家發明最重要要素時，他們沒有選擇勤奮、努
力、數學基礎，而是不約而同地說到了「好奇
心」。可見「好奇心」是驅動人類發現的原始動
力。

想像力改變認知
愛因斯坦說過，「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

為知識是局限於我們已經知道和理解的，而想
像力覆蓋整個世界，包括那些將會知道和理解
的」。喬布斯也曾說過，「不要被教條所限，不
要活在別人的觀念裡。」他們的想像力，不僅
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改變了商業模
式、生活方式。

批判思維強化判斷
錢穎一認為，批判性思維就是善於對被廣泛

接受的結論提出疑問和挑戰，而不是無條件地
接受權威的意見。同時，批判性思維又不是對
一切命題都否定，而是用分析性、創造性、建
設性的方式對疑問和挑戰提出新解釋、作出新
判斷。
上述三個元素是相互關聯的。好奇心是驅動

力，推動學生去探尋；依靠想像力，可以拓展
思維空間；而批判性思維則可以讓孩子們挑戰
已有的知識，永遠去尋找新的、更好的答案。

國內一家知名網站日前做的調查顯示，有63.3%的人
認為目前中國不會出現喬布斯式的人物；28.9%的

人認為，中國根本不可能出現。只有7.8%的人認為，
20年甚至更長時間才有可能出現。

中國出不了喬布斯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
因素在於教育。諸多教育界人士認為，現今中國的
教育制度很難培養出喬布斯式的創新人才。甚至
有業內人士斷言，中國的教育體制不可能哺育喬
布斯。

重背誦記憶 輕批判創造
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看來，中國

傳統教育的特點，是學習能力強，對已有知識掌握
快，而且善於模仿並加以改進，也有較強的執行
力。正因如此，隨 改革開放，新的知識傳播過
來，國人能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快的速度學會別人的

發明和技術，並加以改進，創造出了經濟高速發
展的「奇跡」。

然而，這樣的特點和優勢，並不能抵消另一
方面的劣勢。中國傳統教育的弱點也十分明
顯。如傳統教育方法中的靠認真刻苦，靠時
間投入，靠死記硬背，靠大量做題，靠反
覆練習，雖然可以讓考試成績優異，讓
生產成本降低，但這一切都不能替代創
新和創造。

中國教育協會會長顧明遠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亦表示，

與喬布斯面對抉
擇時毅然固守自
己的興趣與理
想相比，中
國的孩子走

的卻是一條父母與社會所限制的成長道路。

父母限制多 興趣面縮窄
衡量中國青年人成功的標準在學校是高分數、在社會

是高收入和高消費，因此，中國學生被動學習能力很
強，但興趣面較窄，動手能力偏差。
反之，美國學生身上體現出的自信心和對創造的激情

及渴望，正是其個體發展的強大內驅力。孩子的批判性
思維、創造性思維和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正是社會發
展的源泉。這些都是中國學生在傳統教育中學不到的。
如何培養中國自己的創新型人才？有專家提出，人的

創造性與教育有 直接關係。當前中國教育界最應該做
的工作就是要在各高等院校中恢復和加強思維科學的教
學與研究，在中小學校裡開展創新教育。早在20多年
前，錢學森就說這是「當務之急」，數年前又為此提出了
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可見現在更應是急中之急。

改革空間大 重學思結合
在回應「錢學森之問」時，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曾坦

言，中國教育有很多優良傳統，但也要放眼世界，認識
到教育改革的空間很大。針對人才創新能力不足的
問題，《教育規劃綱要》已提出了思路舉措，要
加大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上的改革。先試點再
推開，注重對學生實施「學思結合、知行統
一、因材施教」的培養，讓每個學生找到適
合自己的教育，激發創造力和積極性。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

要開展真正的個性教育，激勵學生善於探究、創
新，必須改革升學考試單一的評價體系，讓學生的個
性、特長發揮有廣闊的空間，讓學生們對自己未來

的發展有充分的選擇權，包括選擇教育、選擇
學校、選擇教師，當每個個體受到尊重，

才有個性教育的可能。

「不是中國人不夠聰明，

也不是沒有潛力成為喬布斯

這樣的人。中國學校教育太

注重背誦和記憶，不鼓勵批

判性思維。」對「中國為何

出不了喬布斯？」的問題，

谷歌公司前全球副總裁兼大

中華區總裁李開復直陳，內

地現行教育方式扼殺了中國

孩子們的創新原動力。教育

專家呼籲，應向傳統教育

機制中注入更多創新元

素，倡導個性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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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中國的教育體制下，「唯分數論」的整體風
氣及巨大的升學壓力使許多學生無奈選擇固守陳規，
努力死記硬背，放棄創新與叛逆，做追逐高分的乖乖
仔。如果喬布斯生活在中國，他將有怎樣的人生？有
網友以此為題，描述了喬布斯的「中國一生」，同時也
刻畫出了中國下層勞動者子弟求學、求職生活的無
奈。

一味求分數　天才難發揮
文章提到，假如喬布斯生在中國，因為其私生子的

身份，能不能上幼兒園是一個大問題。由於出身不
好，加上養父母家境貧寒，所以他只能上一些民工子
弟學校。如果想上一個師資力量相對好一點的學校，
就得交擇校費。
在學校，喬布斯學習成績不會太好，老師並不喜歡

他。在勉強完成9年制義務教育之後，喬布斯進入了一
所三流高中。

癡迷裝電腦　成績單通紅
隨後，充滿個性的喬布斯考上一所電子大專。上了

大學，喬布斯癡迷於電腦，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花
在電腦組裝上，因此耽誤了上課。學習期間，喬布斯
曾拿出自己組裝的電腦請教老師，希望指導，老師卻
懶得看上一眼，同時附上一句「不務正業」。半年後，
喬布斯成績單大紅燈籠高高掛，不用他自己提出退
學，學校主動清退了他。各種創新思維，在中國的大
學似乎行之無效。

不敵山寨貨　公司難經營
喬布斯退學後，出於對電腦的熱愛，喬布斯四處舉

債，開了家電腦組裝公司。由於其特別注重客戶體
驗，所以喬布斯組裝的電腦非常好賣。但好景不長，

他的產品迅速
被「山寨」，
而且價格一再
壓低，於是，
他的生意捉襟
見肘。與此同
時，商舖租金
上調，昂貴的
房租費使喬布
斯的公司難以
經營。
喬布斯忍痛

關了公司，到
一家電子廠上
班，每天工作
超過1 2個小
時。幾年後，
結婚生子，又
組成了和養父
母一樣的打工
家庭。

陷悲慘生活　怎改變世界
突然有一天，喬布斯身體不適，去醫院一檢查，發

現是胰腺癌晚期。6個月後，喬布斯一家一窮二白。直
到生命最後一刻，他會說：「我就是喬布斯，我就一
直夢想 改變世界，卻連自己悲慘的生活都未曾改
變！」
當然，誰也不會來悼念這個打工仔喬布斯。是的，

喬布斯在中國也只有這樣的命運，像草一樣生長，又
像草一樣消亡。許多看到此文的讀者，均不由發出一
聲感同身受的長歎。

每年中國關於教育創新的改革課題從理論到實
踐，可謂數不勝數。然而多位教育專家認為，教
育創新離我們依然遙遠。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
副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目前的教育創新存在泡
沫，惟有體制改變方可實現教育創新。

人才觀亟待調整
熊丙奇認為，近些年，從教育部到科技部，再

到學校文件，創新這一關鍵詞屢見不鮮，其中創
新泡沫更是數不勝數。如頂 學術創新的帽子，
中國教授、博士、碩士論文產量頗高，然而深入
研究會發現，其中多為「垃圾論文」，鮮有能讓
人感受到創新之所在的論文出現。學術創新都很
難做到，更別指望會出現如喬布斯般將中國製造
變成中國創造的人。
熊丙奇表示，不調整教育觀和人才觀，不改變

基本的教育土壤和學術土壤，卻寄希望於開展某
些人才培養「工程」，把大師造就出來，這是不
切實際的幻想，其必然結果是，我們年復一年的
期盼中國出現諾貝爾獎得主，但大師總是無影無
蹤。

應具開放心態
中國教育創新的先行者、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

清時曾在接受記者訪問時直言，中國的人才很
多，但是真正的大師級、頂尖人才很罕見。所以
我們是該仔細思考究竟癥結何在，為什麼會造成
這樣的困境？
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認為，中國教育改革

的核心力量應該來自教育工作者的思考和實踐。
中國的教育工作者尤其需要有兩方面的根基，一
是中國文化的根，二是國際文化的視野。教育工
作者要有開放的心態，吸收世界一切優秀文化成
果和先進教育經驗，講民主，講科學，尊重學
生，重視學生的個性發展。積極培養學生的創造
思維和創新能力尤為重要。

喬布斯離世，帶走了蘋果

的靈魂，卻給人類埋下創意改變

世界的種子。身處大洋彼岸的中

國，近年透過互聯網擴闊視野，

多少微軟軟件破解方案都出自內

地草根IT奇才，意味中國人在科

技領域具備足夠的智慧，可是在

13億人口中，就是出不了一個喬

布斯—一個以創意改變世界的先

驅。箇中原因，值得深思。

本報試從內地教育、科技創新

和企業三領域，回應「中國如何

能出喬布斯？」這一社會熱點問

題，揭示創意被教育制度扼殺、

被求同思維埋沒、被山寨貨擊倒

的現實情況。

傳統教育扼殺創意

啟發式思維
專家倡個性教育 促注入創新元素

創新源自
好奇心想像力

假如喬布斯生在中國
中式教育創新

泡沫太多

■內地教育側重背誦記憶和考試制度，扼殺創新
原動力。

■埋首書本預備高考的中學生。 資料圖片

■中國家長十分關注子女成績，陪
孩子讀書已是習以為常。資料圖片

■山寨文化充斥內地。圖為昆明山
寨蘋果店，抄襲程度幾可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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