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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
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以后他又反复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强调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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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楚明，男，1935年8月生，四川广汉人。
195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
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
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曾被评为安徽省优秀教师、学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
在安徽师范大学从教40年，担任教育学、哲学、教育哲学等教学工作。
曾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
结合教学进行科研，撰写的论文入选复印刊物和《中国教育大精典》等文献、丛书。
专著《教育辩证法》获国家教委优秀学术著作奖、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此外，主编和参编了《教育学》、《教育概论》等高校教材。
退休后又将《教育辩证法》多次修订再版，并发表了一些教育论文及教书育人回忆文章。
业绩已被《中国当代教育教研成果概览》、《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东方之子》等多种辞书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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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才，尤其是杰出的科学家高级人才应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呢？
当然，在品德上他们应有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理想，勤奋工作、艰苦奋斗的热情；他们也应有能担
负得起繁重工作任务的健康身体；但主要的关键的方面则应是具有渊博的知识，尤其是卓越的智能。
事实也是这样：牛顿对苹果落地的思考有助于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瓦特对蒸汽冲开壶盖的探究有助
于蒸汽机的发明，巴甫洛夫对狗流唾液的观察建立了条件反射学说，马克思对商品的研究发现了资本
主义经济规律。
可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深刻的思维力和卓越的创造力等高超的智能，是科学人才
的重要心理品质。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培养有高度智能特别是创造才能的人才。
日本就把提高创造力作为通向21世纪的道路。
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成了日本学术界、教育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在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第1条更强调指出，培养适
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在较长的时间内，我国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智能尤其是创造力重视不够。
据《北京晚报》2001年11月25日报道，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中国孩子的计
算能力是世界最强的，但是中国孩子的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五。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信息时代，我们的教育不能把孩
子训练成计算器而要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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