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子很多 ,如植物种瘤的研究 ,由根瘤农杆菌

在多种双子植物及裸子植物上引起的冠瘿

瘤 ,由于其异常生长的特点 ,多年来一直引起

生理家的注意 ,因为这在研究激素的代谢及

其与生长的分化关系方面特别有意义。而后

发现了农杆菌的 Ti质粒与种瘤形成有关 ,通

过 DNA的复性动力学及 DN A分子杂交而

证实了 Ti质粒的一个片断。即 T- DNA插

入了植物基因时 ,人们对植物肿瘤形成的分

子基础在认识上产生了飞跃。 T- DNA可以

整合进入植物的 DNA,这已使 Ti质粒成为

植物遗传工程最有希望的基因载体。

③知识更新和补缺

在 60年代 ,人类已进入所谓知识爆炸的

新时期 ,它表现出新知识的增长。 20世纪 60

年代至 70年代的发明和发现已超过已往两

千年的总和。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到推广应

用时间间隔越来越短。 各门学科高度分化又

高度综合 ,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新的理论技

术层出不穷 ,这种局面导致科技人员知识陈

旧的周期缩短。 科技人员队伍建设是刻不容

缓的基本建设。除此之外 ,应对高级、中级、初

级人员分层次进行生物科学知识再教育 ,采

用个人进修与有组织的进修 ,业余进修与脱

产进修 ,短期进修与长期进修相结合的多种

形式来提高科技人员的生物素质。

通过上述方式 ,在 21世纪初林业科技人

才的生物素质才能得到提高 ,才能适应国家

的需要 ,才能适应 21世纪生命科学时代的要

求。

(责任编辑　张仕固 )

●教育研究

论高等学校

创造环境的优化与利用

厦门大学　　林金辉

　　创造环境的好坏 ,大学生对创造环境因

素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 ,直接关系到他们

创造能力的发展。因此 ,如何优化和利用创造

环境 ,成了高等学校开展创造教育的一个关

键问题。

一

高等学校创造环境因素是复杂多样的。

归结起来 ,有家庭环境因素、学校教育环境因

素、社会环境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

家庭环境是一个人孕育创造力的最早环

境。个体在家庭中形成的最初的独特思维方

式和行为方式 ,可能带到大学来 ,影响他在大

学的继续发展。 年幼时的家庭教育因素是培

养创造性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

文化传统 ,决定着大学生创造能力发展的方

向和水平。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是历史上最生动活泼、最富有创造

性的事业。 这就要求大学生要充满奋发向上

的活力 ,要有知识 ,有能力 ,善于创造 ,勇于实

践。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为大学生创造能力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在这样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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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中 ,大学生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优

良的道德品质能够较快地形成。此外 ,中华民

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也是大学生发展创

造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

大学教育也是一种社会条件 ,但是 ,它与

一般的社会环境相比较有自身的特点。因此 ,

它在大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

用。大学教育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己任。在

培养大学生创造能力的过程中 ,它能够根据

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大学生身心发展中的特

点 ,采用科学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 ,诱发

遗传因素向最优化方向发展 ,有效地实现大

学生创造能力发展的目标。 大学教育的主导

作用还在于它能根据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要

求 ,有效地组织和利用校外环境中各种有利

于创造能力发展的因素 ,调节和控制校外环

境中不利于创造能力发展的因素 ,甚至可以

使校外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大学教育的影响取

得协调 ,使教育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 ,更有力

地促进大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

制约大学生创造能力发展的因素有时是

重叠在一起的 ,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 ,才把它

们分开。在现实生活中 ,上述创造环境诸因素

对大学生创造能力发展的影响 ,往往表现为

一种合力或相互抵消的力量。各个因素对创

造能力发展的作用各不相同 ,这些作用还会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二

有了创造性的环境 ,并不一定就有创造

力的产生。也就是说 ,各种环境因素对大学生

个体创造能力发展的制约 ,取决于每一个大

学生与这些环境的关系 ,取决于他们对这些

环境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弄清制约大学

生创造能力发展的环境因素及其与大学生的

关系 ,目的在于优化和利用这些因素 ,使它们

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

制约大学生创造能力发展的环境因素不

是一成不变的 ,它们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大学

生的创造活动 ,是在不断的适应环境、利用环

境的过程中进行的 ,也就是说 ,大学生的创造

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能否

使环境中大量有利于创造能力发展的因素成

为大学生创造活动的背景 ,“最大的责任是在

那些控制教育上的种种做法的人的身上”。

高等学校具有“可控制性”和“选择性”的

功能。 它能根据学校教育的目的对校外环境

这个“大气候”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控制和选

择 ,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高等学校社会环境。

在这种“小气候”的熏陶下 ,大学生的创造能

力将不断得到提高。设计和控制一所学校的

内部环境条件 ,促进大学生对形成良好的环

境反应 ,也是学校内部心理环境的设计和建

设的过程。 设计和建设有利于创造能力发展

的学校内部心理环境 ,控制影响大学生创造

能力发展的条件 ,对于他们创造能力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面从高等学校的“可控制性”和“选择

性”的功能出发 ,提出优化和利用创造环境的

两点建议。

1.运用管理职能 ,给予有创造性的大学

生适当的奖赏和评价

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 J·

斯坦伯格 ( R· J· Sternberg )认为 ,一个好的

环境必须能够激发新的高质量观念的产生。

在这个环境中 ,有创造性的人能得到奖赏 ,他

的创造性观念也能得到适当的评价。 评价与

奖赏是一种外部控制的激励手段。运用得好 ,

能不断地激发大学生创造的积极性 ,强化他

们的创造行为。

用什么标准才能准确而恰当地奖赏和评

价一个学生?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也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1984年以来 ,我

国有些大学先后试行了大学生“综合素质测

评” ,并根据测评分数的高低 ,来衡量大学生

综合素质的高低。同时 ,把这种测评与学生获

得奖学金和“优秀生”等荣誉联系起来。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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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还把这种测评作为推荐攻读研究生或毕

业生择优分配的重要依据。

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 ,搞得好坏 ,直接对

他们创造能力的发展起了导向的作用。近几

年来 ,人们所采取的“素质测评”的指标体系 ,

比较明显地存在着忽视创造力指标的倾向。

在客观上 ,这种倾向抑制了大学生创造性的

发挥。 如何在测评的指标上准确地反映大学

生的创造力 ,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必须

深入研究解决。

2.建设一种开放、自主的心理气氛

大学生的独立意识已有相当程度的发

展。高等学校的教师应该在最大限度上鼓励

学生独立性的发展 ,鼓励他们进行自我决定、

自我控制、自我指导。 这样 ,学生就会变得自

信 ,充满好奇心 ,勇于面对挑战 ,他们创造动

机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至少有两个条件对于创造性活动是必要

的: “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 有创造性的

人 ,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外显行为上 ,都常会

偏离文化规范。创造力的本质决定了一种创

造性的活动必须是与众不同的 ,它必须是“异

常”的行为。 如果过分地强调统一性 ,有创造

性的人就不会受到重视 ,他们的创造性思想

也会受到抑制。

必须指出的是 ,我国高等教育所要培养

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创造性人

才。大学生的“心理安全”与“心理自由”必须

建立在正确而坚定的政治信念基础之上。 也

就是说 ,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都要与社会发

展的方向保持一致。只有这样 ,他们才可能成

长为真正的创造性人才。应该创造一个容许

采用多种途径来获得知识以及用不寻常的方

法来解决问题的学校社会心理环境 ,使大学

生在这个环境中 ,感受不到压力 ,不会产生过

度的焦虑 ,心理上有自主和自立的感受 ,从而

使他们的创造能力得到发展。

研究表明 ,应该给学生的学习与创造提

供一段不受评价的时期。因为 ,外界的评价可

能会形成一种威胁 ,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防

御需求” ,这样 ,创造性的想法就会受到严重

的阻碍。不明智地使用评价技术 ,可能使大学

生不加批判地接受各种观点 ,造成过度紧张、

异常焦虑 ,压抑思维的创造性。但是 ,合理的、

适时的评价又是必要的。因为 ,它不仅可以鞭

策大学生的学习与创造 ,还能给批判性和独

创性的思维树立必要而合适的标准。 在完全

没有评价的情境中 ,创造性的努力便会缺少

“目的指向性”。评价所造成的适度焦虑 ,往往

对于创造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造就一定的心理环境 ,这本身是高等学

校的教育和教学措施 ,其目的在于优化和利

用外部的环境因素 ,促进大学生创造能力的

发展。 建设起来的心理环境是否能产生预期

的效应 ,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制定的教育

方针和培养目标。从根本上说 ,高等学校内部

心理环境的效应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因素。 高等学校内部心理环境的特点之

一是其封闭性。 但封闭并非意味着与外界的

绝对隔离。设计和建设这种心理环境 ,提高其

效应 ,目的在于发展大学生的创造能力 ,使他

们在走出校门 ,步入社会之后保持旺盛的创

造热情和浓厚的创造兴趣 ,自觉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努力工作 ,积极创造。

(责任编辑　林　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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