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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 育创新既是知识经济下的教育适应性转型 ,也 是教育系统 内根本性的整体革新。因此 ,可 以用复杂系

统的进化原理 ,即 开放系统的原理 ,功 能决定结构的原理 ,协 同作用的原理去分析系统结构进化的机制 ,在 这些基

本原理的指导下 ,教 育创新即是为增强教育的预期性和参与性而实行的教育开放、教育行动与教育协同,是 对教育

的生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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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教育适应性转

型 ,其革命性意义在于强调教育观念 、教育体制 、教

育活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教育评价等的全面而

彻底的变革。就教育改革本身的意图而言 ,主要是

为修正现有教育政策运行中的各种失误 ,调 整教育

不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构 ,优 化和完善现有教育

系统的内在结构 ,逐 步实现教育的理想。教育创新

在本质上是一种深层次的教育改革 ,是 教育系统内

部结构的进化 ,因 此必然服从系统进化的基本原理。

系统科学以自然科学的研究为基础 ,清 晰而明确地

解释了世界万物演化的总体规律 ,即 通过开放从环

境中引进负熵的有序 ,通 过涨落使系统远离平衡态

的有序 ,通 过内部要素相互竞争的有序。本文以这

三个基本原理来剖析教育创新的基本机制。

一 开放教育系统 ,引 导教育创新

我们所在的教育是一种既存状态的教育 ,这 种

既存状态的教育是 由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校 ,形 形

色色的专业及其学科 ,以 及各种教育环境资源等多

层次的不同要素形成的系统 ,虽 然它们统一在国家

教育的整体范畴之中 ,然 而 ,像 其他复杂的系统一

样 ,这些要素一旦生成 ,就有着 自己的能量 ,就有 自

己的运行方式。如果我们鸟瞰教育内部的各种要素

的运动 ,当 会发现他们更多的是 以自己的方式在运

动着 ,其运动基本上是随机的 ,从而难以用某种确定

的路径或模型等确定性方法来描述这一实在系统的

运行形态 ,而只能用概率统计的方式来描述。系统

科学把这样的状态称为无序状态 ,熵 是描述这一不

确定状态的物理量 ,它与系统的具体构成无关 ,而只

与系统要素运动的概率分布有关 ,实 际上是概率的

平均数。熵基本上是无序状态的量度 ,按 照思维的

辩证法 ,实际上也是有序的量度 ,熵越大 ,系 统就越

无序。在系统要素以等概率形态存在的情况下 ,系

统最无序 ,反之 ,系 统有序程度就增加 ,因 此 ,系 统的

有序实际上是熵的减少。

熵与系统并在 ,而 系统在与不在取决于系统所

指向的对象 ,一般地认为如果某一实在是由许多具

体可见的要素构成的 ,就可以作为客观实在的系统。

因此 ,教育作为系统而存在实际上首先是指教育是

由各种实实在在的物质体构成的 ,其次教育是不是

系统还取决于研究者的世界观 ,只 有当研究者觉得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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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育视为系统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时候 ,才把它作

为系统来对待。历史告诉我们 ,把一个研究对象视

为一个系统 ,往往意味着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很复杂

的 ,答案是多元的 ,其结果是不确定的 ,是用分析的

方法无法解决的 ,把对象视为系统决不是解决所有

问题的灵丹妙药 ,这 已是 ⒛ 世纪 90年代初期对早

期的
“
系统热

”
的反思中被证明了的。教育一旦被

认为是一个系统(不论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就有

了相应的熵 ,就必然要服从熵的规律。所谓熵的原

理是指在一个封闭系统里 ,熵将不断增加 ,并最终达

到最大值 ,即 系统将达到最无序的状态。

教育创新是教育的根本性变革 ,其核心直指教

育系统的内部结构 ,其 目的是优化教育结构 ,也就是

促进教育结构的有序化。根据熵的原理 ,如 果我们

把教育视为一个封闭系统的话 ,它 所引来的只能是

教育系统更大的无序。因此 ,开 放是系统有序的必

要条件。系统有序实际上是熵的减少 ,使熵减少的

直接途径是从环境中引进一个负熵 ,如 果系统的熵

是一个常数的话 (实际上 ,只 要系统一旦稳定下来 ,

其熵就是一个常数),其总的熵 自然就变少了。

教育在实际形态上是开放系统 ,不论教育研究

者还是教育实践者都认为教育与社会有密切的联

系 ,但是就实际做法而言 ,却 又是另外一 回事 ,现在

不是有不少学校 以实行全封闭管理为 自身的特色

吗 ,有不少教师不是以知识足够而 自居吗 ,有不少学

生不是难以与他人和谐共处吗 ,这些想法和做法实

际上是教育封闭的写照 ,这种心理不仅难有创新 ,从

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何况开放是具有无限意义

的 ,这与系统的原理有关 ,因 为系统往往与特定边界

相联系 ,从最小的微粒到广袤的宇宙都属于系统的

范畴。就教育的情形看 ,其开放不仅是向本地域的

社会系统开放 ,也 向异域的社会系统开放 ,不仅向社

会开放 ,也 向自然开放 ,不仅 向全地球开放 ,而且还

向外星球上的人 (如 果有的话 )开放 ,因 此开放总是

相对的 ,具有空间的无限性和延展性。

开放是而且仅仅是教育有序进化的必要条件 ,

说明教育开放可能带来教育的有序进化 ,也可能带

来教育的无序和退化 ,这主要取决于教育系统是否

能够从环境中吸收有利于 自身的信息 ,即 负熵。因

此 ,教育系统对环境刺激的选择力将具有特别的重

要性。尽管对教育创新有各种各样的理解 ,但是从
“
创新性学习

”
的原创者之本意而言

①
,“ 创新性学

习
”
主要是指为发展人的应变力为基本特征的学

习。应变力即是对变动不居的环境的适应力 ,它 是

由预见力、创造力和参与力合成的。教育创新是为

增强教育灵活应对社会环境变革和未来社会需求而

进行的变革 ,其 目标是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 ,使

教育成为引领未来的先头兵 ,创造人类的新文明 ,使

教育成为新型生活方式的奠基者 ,和 平新生活的创

造者 ,使教育成为文化融合的主力军 ,教 育创新是
“
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
的行动。

教育创新必须依赖于教育开放 ,而使教育系统

进化的开放又依赖于正确的决断 ,否则教育系统将

彻底地异化变形 ,这是由熵的第二定律(热力学第

二定律)决 定的。熵的第二定律表明,能量总是从

能量集中化程度较高的状态转移到能量集中程度较

低的状态 ,直到平衡为止 ,这 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

程。如果这一过程延续到-定 的时间 ,系 统结构将

发生彻底的变化 ,就 再也难以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如果要回复到原来状态 ,所花费的能量将是无穷大 ,

罗素把这一现象称为 自然界的
“
民主过程

”
[1](35

页)。 罗马俱乐部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刻的阐释 ,人类

以史无前例的科学技术成就和社会生产力而 自豪 ,

但却为此付出了过高的社会、生态的代价 ,甚至被诱

而使人类忘记了作为健康社会的基础——生活质

量、价值的与道德的东西。现代人虽然在其他许多

方面高度发达 ,却 并不能充分理解正在做的事情的

意义和后果 ,不能充分理解在 自然环境中和在自己

状况中造成的危险性变化 ,因 而除了改善人的素质

外 ,就没有扭转全球局势的其他出路。学习之路 ,是

形成一个人类更好未来的灿烂之路。

在《学无止境》中,他们指出 ,“ 学习意味着对于

知识、对于生活的接近 ,它强调主动精神 ,它包括获

得和实践为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上的人所必需的

新的方法、新的技能、新的态度和新的价值 ,学习是

预备处理新的情况的过程。
”
显然这种学习不是传

统意义的学习,而是一种变革的学习,即 创新性学

习 ,这是准备个人和社会同新情况、尤其是同人类自

身所创造的情况相一致的活动的必要手段 ,是解决

任何全球性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
革新的学习

是一种预期性学习 ,它强调未来时态 ,其 目的是让人

类预测未来的灾难而慎重考虑当前的行为 ,反 思人

类固有的发展模式。预期是预测未来而反思现在 ,

以使自己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行列中去。因此 ,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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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习又是参与性学习 ,参与是学习的目的 ,参与是

世界在空 间上联合成 为一个 整体
”
[2](⒆9-500

页)。

从以上意义来理解教育创新 ,就是要增强教育

的未来感 ,强化教育预期的价值和意义 ,增 强教育的

责任感 ,强化教育在参与解决人类问题中的作用。

二 强化教育行动 ,促进教育创新

通过开放引人负熵使系统结构进化在方式上可

能存在多种形态 ,大 体上说可以分为突变和渐变两

种。突变是系统在环境中寻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结构

并以此彻底替代原来的结构 ,如 全面引进国外私立

学校的办学模式对一些公立学校作彻底的改组。这

种突变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见效快 ,但是因此而带来

的问题和风险也很大 ,因 此比较稳要的方式是渐变 ,

即通过开放引人激发系统变化的刺激 ,通 过局部的

变化来逐渐达成彻底的变化。

处在开放系统中的教育 ,无 时无刻不受到来 自

于环境的冲击。面对环境的冲击 ,教育必须也必然

会对环境作出反应 ,而这些反应从形式上看主要有

两种 ,即 如果这种冲击与教育原来的经验相协调 ,或

者经过教育系统的处理后与教育结构相一致的话 ,

教育就会用原来的经验来处理这种冲击 ,教育系统

就不会发生结构上的变化。从认识的角度看 ,可 以

把这种反应视为
“
同化

”
效应。如果这种冲击与教

育原来的经验不相协调 ,而这种冲击又难以避开 ,教

育将不得不采用新的行为方式来处理它 ,而新的行

为方式必然要求新的结构来调节 ,这 样必然带来教

育结构的变化 ,即 最终形成新的教育系统结构 ,由 此

而呈现
“
顺应

”
效应。由于教育系统在环境 中有两

种形式的反应 ,从而引导着教育与环境的相互适应 ,

在教育与环境的适应性调节 中 ,后 一种反应是引导

教育结构变化的根本机制 ,实 际上是系统的 自组织

作用所产生的效果。用系统科学的语言来说 ,即 是

环境微弱的扰动 (涨落 )先引起系统活动方式即功

能的变化 ,而功能的变化引起系统结构的变化 ,变化

的结构则需要新的或者更大的涨落 ,如此循环 ,最终

导致系统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自组织机制是系统逐渐进化的基本机制 ,是 系

统最基本的学习过程 ,它显示了功能性行为如何引

起结构改造的基本原则。实践是认识革命的前提 ,

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 ,是一切认识的

基础和源泉。不仅一般的认识来 自于实践 ,即便是

118

像灵感这样的作为创新性学习重要组成的创造性认

识也来 自于实践。
“
创造思维 ,就 是人类各种思维

形式的系统运用 ,⋯ ⋯灵感常以独特的突破性创新

作用 ,居 于创造思维 的重要位置。
”“

诱发灵感 的机

制 ,大体可由五道程序组成的一个序列链 ,并 以反馈

为纽带 ,循环升华 ,实现诱发灵感的 目标 ,诱发灵感

的机制序列链是
“
境域——启迪——跃迁——顿悟

一—验证
”
[3](367—370页 )。 从 自组织理论看 ,灵

感发生最关键的是启迪、跃迁和顿悟。启迪是受外

界信息的启示 ,或者是环境对人的冲击 ,跃迁即是这

种冲击无法用常规的行为来消除这种冲击 ,迫 使思

维作非连续性的跃迁 ,而引起思维结构的变化。顿

悟即融会贯通 ,茅塞顿开 ,这是长期耐心的研究之后

突然诞生的概括也是思维结构的整合。

自组织的进程是复杂的,即 在∵涨落——功能

——结构
”
之间存在着多向度的联系 ,乃 至于我们

无法判定谁先谁后 ,但是就其基本的运作顺序而言 ,

基本遵循
“
涨落——功能——结构——涨落

”
的顺

序。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它反映了功能优先的变

化原理。功能在系统论中是活动关系 ,在教育中常

常指行动或者实践 ,而结构则是分布关系 ,在教育中

可以理解为教育的结构或观念。功能优先要求在教

育创新中应该坚持行动优先或实践优先的原则。为

实现教育创新 ,坚持行动优先就是要不断尝试 ,不断

总结 ,不断调整 ,不 断修正 ,也就是说这里的行动更

具有实践的意味 ,因 为实践实际上是行动与反思的

辩证统一。

把握 自组织原理还需要理解反馈的作用 ,系 统

哲学把反馈视为系统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的相互作

用。一种反馈使系统趋向于稳定 ,是结构导向的,其

效应在于消解可能的异动 ,是 引起
“
同化

”
反应的基

本原因;另一种反馈使系统趋向于自组织 ,是功能导

向的 ,其效应在迎合可能的异动 ,是 引起
“
顺应

”
反

应的基本原因。在后一种反馈中 ,系 统能够把一个

细小的涨落转变为巨大的涨落。
“
同化

”
与

“
顺应

”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失衡、再平衡引导系统与环境的

相互作用 ,由 此系统结构将按照
“
更新一 稳 固

——更新
”
作螺旋式上升。教育创新不可能一蹴而

就 ,需要一个
“
调整——稳固——调整

”
的过程 ,而

且只能按照螺旋式上升的道路前进。

教育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 ,而且

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传统的教育维持
②
已经无法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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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样的变化。因此 ,教育创新应该成为我们主动

的选择 ,教育创新是从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

容、教育方法等的全面的革新。首先打破的是根深

蒂固的传统思维惯性。在以往的教育讨论中 ,我 们

过多地强调理论先行和理论导向的价值和作用 ,但

在教育实践上所产生的效应是有 目共睹的 ,当 然这

与理论本身的特点有关。且不说理论具有抽象性而

且需要转化 ,即 具有效果的滞后性 ,更危险的是如果

理论始终不见成效的话 ,人 们对理论本身会丧失信

心。因此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思维定势 ,强调行动导

向就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罗马俱乐部之所以能够完

成让世人震惊的众多研究 ,发 表影响引起全球性的

战略决策的咨询报告 ,就在于它是一个典型的行动

导向机构。为解决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行动导向把

来 自于不同领域的专家结合在一起 ,使不同观点、领

域、民族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它有效地摈弃了

空谈 ,杜绝了浮夸。教育创新固然包括教育理论的

创新。但是更重要的是教育行动的创新 ,坚 持行动

导向不仅符合系统科学的 自组织原则 ,也符合教育

改革的基本精神 ,何况理论创新的源泉还是实践 ,其

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在教育行动中难免会有偏差 ,

或许会阻力重重 ,但是这也只能通过行动去克服 ,因

为 ,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是人们在行动中创造出来的。

教育创新是对教育 自身的建构 ,建构主义充分

肯定行动在建构中的作用。建构主义认为 ,活动 ,特

别是创造性和形成性等具有 自我再生产的、自我维

持的或反身性的活动 ,是认知建构的中心 ;在知识的

发展过程中 ,“ 产生
”
比

“
发现

”
更重要 ,创 造的过程

比发现的过程更重要 ;独 立于我们 自身以外的外部

世界的知识没有什么意义 ,而意义和价值 比事实和

原因更为重要 ;建构活动不是测试特定的理论与假

设的外部世界的一致程度 ,而 是要评论理论在意义

和价值中的一致性、生存力、成效性、启迪性和恰 当

性程度 ;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不存在普遍共识 ,因

为如果我们在最初学习理论的时候没有学会实践的

话 ,那么这种理论就绝对不能说是被正确理解了的

理论 ,理论的创建者就不可能向实践者讨论理论的

价值 [4](32页 )。 在建构主义看来 ,面 向真实情境

的问题解决 ,着眼于社会协商的合作 ,脚 踏实地的建

构行为是认知建构的关键 ,也是获得意义和价值的

基石 ,因 此建构主义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行动主义。

行动导向引导的教育创新会有风险 ,防范其风

险的手段是把教育预期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预期性

是这样的一种意向 ,即 为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作好

应对的准各并考虑长期的未来决策 ,鼓励人们预测

方向、制定计划 ,对 目前行动的后果和可能存在的副

作用进行结算。预期性并非教育理论的专利 ,从这

一点看 ,教育创新中的行动导向有着广泛的理论背

景 ,甚 至可 以是教育工作者 的一种直觉。托夫勒

(Alvin。 T。mer)曾 经这样写到 ,“ 当千百万大众都具

有这股对未来的热情时 ,我们就有一个装备较为精

良的社会去迎接变化的冲击力。塑造诸如此类的好

奇心和警觉性是教育的首要职责。创造一个孕育这

种好奇心的教育⋯⋯也许是教育战线的超工业革命

的中心任务
”
[5](475页 )。 这虽然针对的是人 ,但

何尝又不是在启发教育创新呢?

三 寻求教育合作 ,协调教育创新

在教育生活中 ,我们很难找到完全同质的要素 ,

就像在一个班里找不出完全相同的学生一样。不同

质的要素必然携带不同的能量 ,在不同能量的要素

之间就有不同的互动方式 ,最基本的方式是竞争与

合作。通过竞争 ,某个要素将打败其他的竞争者 ,使

整个系统以它的结构形式来反映 ,由 此使系统摆脱

原来的混乱状态而呈现出有序 ,而合作则是某几个

要素把其他要素整合在各 自的结构中,而形成相应

的单元体。尽管这些单元体存在着竞争 ,但是由于

势均力敌而并存在系统之中,这样就获得了多元共

存的局面 ,也使系统摆脱了原来的混乱状态 ,走上有

序的结构 ,这便是系统的协同作用。协同作用是系

统内各个要素以有规律的方式合作着、竞争着、相互

制约着 ,是系统内部的裂变或突变 ,即是那些从原来

均匀、对称 ,各 组
“
平权

”
的关系中突然产生某个特

殊的要素、关联等 ,由 此而产生了一个小的内涨落 ,

一方面这一涨落使系统内部的要素产生竞争和合作

行为 ,从而使系统趋向有序 ,另 一方面这一涨落会产

生一种新的作用方式 ,即 对其要素或单元体等的
“
组元

”(特别是临近的组元 )产生新的作用和影响 ,

如果相近的其他的组元也处在非稳定状态 ,它就会

以这个已发生突变的组元为
“
榜样

”
,跟 着发生变

异 ,只要条件成熟 ,它就会像滚雪球似地长大起来 ,

成为一个新的系统 [6](“ 页)。

竞争是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力 ,也是系统结构变

化的基本机制。教育创新无疑地需要竞争 ,不 仅要

在教育内部开展各种竞争 ,而且要参与国际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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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 ,加人 WTo以 后的中国教育面临的竞争对手

更多、更强。如果说以往的国际教育竞争只是远距

离的观念竞争的话 ,现在我国教育面临的竞争则是

面对面的全面的较量。要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全面

提升自己是关键。然而由于我国的教育资源还不足

以在教育的所有方面提供支撑 ,因 此就战略而言 ,应

该有所取舍 ,允许在教育系统的某些方面优先发展。

就国际教育发展的经验而言 ,高 等教育优先发展对

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联

合国在 1998年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 :展望和行动

世界宣言》中,提 出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先

行动的框架 ,在 战略上提出了许多原则 ,其 中就有
“
用高等教育带动整个教育系统

”
、
“
将高等院校办

成终身教育机构
”
等重要原则[7](辊 8页 )。 我国的

高考不仅是教育事件 ,而且是社会事件 ,对基础教育

的改革和社会体制的改革都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因

此 ,教育创新首先应该是高等教育的创新 ,高等学校

应该进人教育创新的前哨阵地。在当前这个多变的

世界里 ,高 等教育将以适切性、高质量和国际化为基

本的决策点 ,通过创办
“
进取性大学

”
来赢得其战略

地位。他们认为 ,“ 进取性大学
’
的这种远景 ,意 味

着在寻找能够适应特定高等教育机构、社区、国家和

地区的需要以及条件和可能性的学校模式与实践的

过程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调整。这种对高等教育

发展和变革的探求 ,也 应该看做是现代社会整个变

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
[7](1Bz页 )。 通过竞争

来引导教育创新 ,不仅要使某些层次、类型的教育进

人更高的有序 ,而且要使其成为其他层次和类型的

教育创新的榜样 ,并具有联合中心的作用 ,从而实现

教育体制的全面创新。

竞争是引起差异的原因,而差异又成为合作的

基础 ,差异不是差距 (尽 管可能带来差距),差异也

不是累赘 ,而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把有差异的主体联

合起来 ,主体之间通过相互理解和沟通就能够分享

彼此的资源。
“
将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变成有意识的

团结互助 ,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 ,教育应使

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

和了解他人。全球范围的团结互助还意味着要克服

闭关自守的倾向,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了解他人 ,

⋯⋯教育不但应致力于使个人意识到他的根基 ,从

而使他掌握有助于他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的标准 ,而 且应致力于使他学会尊重其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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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 ,享有共同的价值和共同命运的意识 ,

是一切合作项目的基础
”
[8](34-36页 )。 合作在教

育中的价值是极其重大的 ,因 为合作本身就是一种

相互理解、取长补短、集思广益 ,这正是创新的基本

条件 ,创新蕴涵着广泛的参与性。参与性是一种具

有合作、对话和情感交流等特点的态度。

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长期不懈地致力于用最初

代表现实 ,然后作用于现实 ,往后不断改善和日益有

效的手段来克服复杂性的过程。每当某个问题超出

了已有的经验验证的解决某一问题的程序和范围

时 ,便被贴上了
“
复杂的

”
这种标签 ,然而这种 自我

欺骗的做法是不能长久的,我们必须直面它。要解

决复杂的问题仅靠个人的能力是行不通的,而是需

要集中人类的所有智慧以及人类有史以来全部知识

的总和 ,需要具备各种知识的人有积极参与解决这

些问题的主动性 ,需要他们的相互合作。参与是地

理上或空间的一种创造性社会劳动 ,面 临
“
复杂问

题
”
,几乎全世界都提出了在各个层次进行更多参

与的要求 ,每个人都渴望而不愿意充当受到过分限

制的角色 ;每个人都渴望过更充实的生活 ,有效的参

与是以个人对正直和尊严的渴望 ,以 采取主动的能

力作为先决条件的。创新性学习把参与性作为预期

性学习的目标 ,因 为
“
预期是预测未来而反思现在 ,

参与是世界在空间上联成一体而解决现实面临的困

境
”
δ教育创新是不仅意味着需要增强预期性 ,而

且要在反思现在的基础上 ,并在解决现实教育以及

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困境的实践中,培育对世界教育

和世界问题的解决的参与力。

协同原理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种基本思想,-
个有机系统的控制具有生态的效应 ,这种控制过程

将使这一自主的系统能够引导其内部要素的相互平

衡 ,也能够引导其适应环境 ,并能够解决系统内部的

问题以及周边环境中的问题。这无疑是教育所需

的。

系统科学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揭开了世界万物进

化的机制和图景 ,开放边界、功能变异、协同作用是

把握进化机制的最基本概念。教育作为观念意义的

系统 ,其创新必赖于教育开放、行动优先和协同运动

及其相互联合。开放必然带来信息的繁杂 ,系 统科

学主张将以上三者调整为
“
节省、启发和协同

”
,认

为这是实现生态学的控制的
“
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

的知识
”
。节省是思考力的节省 ,即要充分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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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因 为科学的目的就是节省思考力 ,它 同时也是  前奏而不是替代这种分析。协同是以有创造性的方

一种美学意识。启发式方法则在实质上是直观地探  式组合和利用任何东西的各个组成部分 ,以 便产生

索各种问题的情况的基本原则 ,目 的在于制定简单  全面的结果或超过各个部分总和的过程[9](珀 9-

的、常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通常是严密分析的  sT1页 )。

注释 :

①
“
创新性学习

”
见于国际著名的决策咨询机构罗马俱乐部于 1978年提出的《学无止境》这一著名报告。在该报告中明确指

出,创新性学习与维持性学习相对 ,是指能够带来革新、更新、重建和重新表述问题的学习,创新性包括预期性和参与性 ,创

新力是个体独立的或与人合作预见未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灵活应变的能力。

②按照逻辑 ,既然创新与维持对举 ,教育创新也应该与教育维持对举 ,教育维持是对现存的教育制度和确定的教育方式的维

系,是教育传统的延续 ,是 面向过去或当前的自在的教育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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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zheng¨shan
(Educat0n sc忆 nce Institute,S妃 huan Normal U“versity,Chen龄u,⒏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Education innovation is educational transfonnation suiting to knowledge ecOnomy, and a

fundamental overall reforⅡl inside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we can use the evolution principle of

comphcated system, that is, the opening system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 detenmining strucˉ

ture, and the principle of coordinate work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system stmcture。  Based

on thes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education innovation is educational opening, action and coordin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educational anticipation and participation。

Key words:education innovation; educational opening; action guidance;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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