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型“T型”人才
培养
林崇德



“T”型人才培养的由来
知识面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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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年代以来，心理科学在人力资源，即人的体力、智力、能力、知识、技能以及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等问题的讨论上，对人类的知识结构强调广博与精深的区别。我国人才

学研究者也重视按知识的结构来划分人才的类型，首先提出了“T	”型人才的概念。



创新型“T型”人才培养

“横”为西方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

“竖”为东方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

知识面宽、创造力、适用性、独立性、实践能力

逻辑思维

知识深度

重视读书

统一规范

集体主义

西方模式 东方模式

融东西方教育模式为一体



创新型“T型”人才培养

西方教育模式

培养学生适应性

训练动手（实践能力）

增长创造力

发展个性

调动个人积极性
为社会服务

东方教育模式

发展逻辑抽象思维

崇尚读书（理论）

理解知识

追求统一规范

强调集体协作精神
集体主义规范

有差异性也有其一致性，互补性远大于其冲突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创新型“T型”人才培养

东方教育模式的优势与劣势

•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 追求知识的深度与难度，“教育教学扎

扎实实，一丝不苟”

• 擅长逻辑抽象思维为基础的学科

扬长避短 学贯中西

• 在教育中过多地强调“听话”概念，忽视了
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 教学上过多地“满堂灌”的说教，忽视了学
生主动适应的锻炼

• 在行为上过多地强调统一的规范，忽视了学
生个体差异的存在

优势 劣势



创新型“T型”人才培养

• 以相通、相融性为出发点

• 改变旧有的教育思想

• 改变教学内容

• 提升教学方法

培养“T”型人才的关键在于教育改革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邓小平



创新型“T型”人才培养

多样性、广泛性和层次性

未来人才素质的要求：

1. 培养学生现代意识。如珍惜时间，讲求效益，遵守信誉，善于合作，勇敢竞争

2.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以及独立获取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尊重学生的人格，重视发展学生个性特长

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

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从而提高适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级各类人才的素质。

教育要发展个性，坚持因材施教。鼓励“冒尖”，又允许暂时“落后”。



创新型“T型”人才培养

教材建设 课程设置 评估体系 考试改革

改革教育学内容



指明所学知识的价值

激发对知识本身的兴趣

培养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精神

创新精神为核心

鼓励
质疑

启发
思考

给学生以思考的时间，因势利导使认识向纵深发展

理解学习的过程掌握思维的方法，学会思考

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激发和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

创新
环境

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直觉思维与分析思维统一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