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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 究从心理学视角 ， 基于人格 理论提 出 了 我国 大学 生创新 能力影响 因 素模型 。 通过 对大学

生进 行调研 ，收集 了
２ １ ２ 份有 效数据 ， 进行了 实证研 究 。 结果表明 ： 创新认 知 、 创新 环境 、实践 活动 皆对 大学

生创新能力 呈现正向显著影 响 。 其 中 ，实践活动是最重要和最显著的 影响 因 素 ，人格 特征会对行为特征产生

显著影 响 ，但二者与知识体系并不会对大学生创新 能力产 生显著影 响 。 本研究成果 可为我 国 高等教育 教学

体 系改革 、实践教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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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是现代教育的首要使命 ，创新人才培养关系 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和 国家 的

未来 ，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使命
［

１

］

。 但长期 以来 ，我国高校培养的人才创新能力 不强
一

直是困扰教

育界的
一

个难题 ；

“

钱学森之问
”

的产生更是激起了 全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上缺乏创新性和个性化这

个重大问题的热议
［ ２ ］

。 创新性人才培养是
一项全新的 十分复杂 的系统工程 ，它涉及教育思想 、 教学管

理 、课程教材 、方法措施以及教育评价等方方面面的问 题 ，是一种 旨在提高 民族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 和

实践能力 的思想教育和行为
［ ３ ］

。 该问题解决的前提是弄清大学生创新能 力 的本质 、创新性人才培养

的差距 以及主要影响因素 。

近年来 ， 国 内外有关创新性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层出 不穷 。 王汉清 、 况志华等人
［
４
］

运用智 力 、 创

造力倾 向测验量表调查了 当前我 国大学生创新能力 的 总体状况 ，包括智力水平和创造力倾 向 。 龚放 、

吕林海等人
？研究 了 中美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 习参与差异 ，指 出学 习 参与差异低是影 响我 国学生创

造性的重要 因素 。 陈德文
［ ６ ］研究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学生创新精神培养的关系 。 除 了上述有关大学生

创新能力状况 、特征以及创新精神的研究 ，近年来实践活动和实践教学对创新能力 的影响也受到高度

重视 。 杨宝山
［
７
］从实践能力评价的理论 、 政策和措施等层面发掘 问题 ，提 出 了面向创新性人才培养的

实践能力评价方法 ； 李培根 ［ ８ ］认为主动实践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的关键 ； 周彩姣
Ｍ 通过调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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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现状与创新人才培养需求之间存在较大鸿沟 ，提出 了相关完善策略 。

综上所述 ，在大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方面 已 有研究对我 国大学生创新 能力 状况 ，创新人才培养 中 的 理

念 、体制 、机制问题 ，培养模式改革 ， 以及实践教学体系的定性分析与研究方面都有较为丰富 的文献成

果 ，但 目 前对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尚 不明确 ， 在创新能力 影响因 素 的研究方面缺乏实

证分析成果的有力 支持 。

以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 、 物联网工程 、 图书馆学 、 档案管理等为代表 的信息

管理类专业在我 国高校 中普遍开设 ，其 中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全国开设的学校接近 ６ ００ 所 ［
１ °

］

。

随着大数据 、物联网 、移动互联 网 、 云计算等 以现代信息技术在我 国 的广泛应用 ， 作为
一

门融合信息技

术与管理的新兴交叉学科 ，该类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对于我 国实现网络安全与 信息化 的战 略 目 标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

１ １
’

１ ２
］

。 本研究 以信息管理类专业为例 ，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 ，研究了 大学生创新

能力 的影响因素 ， 建立了三个重要影响 维度
——环境维 （ Ｅｎｖ ｉｒｏ ｎｍ ｅｎ ｔ ） 、认知 维 （ Ｃｏｇｎ

ｉ ｔ ｉ ｖｅ  ）
、 实践维

（ Ｐｒａｃ ｔｉ ｃ ｅ ） 与影响大学生创新能力 （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ｏ ｎ ， ＡＦＩ ） 的关联模型——ＥＣＰ－ＡＦ Ｉ 模型 。 该理

论有望为信息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 力评价 、 专业培养体 系建设 以及今后该类专业人才培养 国家标准

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

２ 理论综述

创新通常被定义为产生新颖和有价值的想法 的认知能力
［

１ ３
］

。 对于大学生来说 ，创新能力 是指学

生在学 习 和实践教育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 ，发现新事物 、掌握新方法的强烈愿望 以及运用 已

有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的能力
Ｄ ４

］

。 文献研究发现 ，创新环境 、创新认知 、人格特征 、行 为特征 、 知识

体系 、实践活动等均可能会影响信息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 力 。

２ ． １ 创新环境

新思想的孕育和成长 ，有赖于宽松 、 有利 的环境 ； 学者的创新精神 、创造性的产生离不开 自 由环境

的滋养
［

１ ５
］

。 良好的创新环境是潜在创新能力形成及充分发挥 的客观条件 ，是培养创新人才的 外在基

础 ，没有这些环境就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培养出 大批 的创新人才
［

１ ３
］

。 创新 型人才培养离不开 良 好

的创新环境 ，需要家庭 、 学校和社会等全方位的支持 ； 它要求高校建立
一

套激励创新的教学管理规章

制度 ，为学生的 自 主学习创造条件 ， 并提供丰富 的优质教学资源
［

１ ７
］

。 Ｄｒｉｖｅ ｒ （ ２００ １ ） 研究指 出 ， 和创造

性的教学活动 、多样性思考 、协作等
一样 ，商学院 内 部 的创新环境也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 的提升

［
１ ８

］

。

根据 ＩＢＭ 公司 全球领导人研究报告 ，学生 比 ＣＥＯ 们更加喜欢协作 、 创新 、 交流和创造的 环境 （ ＩＢＭ

Ｉｎｓ ｔｉ ｔｕ ｔｅｆｏ ｒＢｕｓ ｉ ｎｅ ｓｓＶａ ｌｕｅ ，
２ ０ １ ２ ）

［ １ ９
］

。 因此 ，大学生的创新能力需要营造
一个崇尚 创新的 环境 。 因

此 ，我们认为 ：

Ｈ １
： 良好宽松的创新环境对大学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 向 影响 。

２ ． ２ 创 新认知

创新认知指的是大学生对创新概念 、创新作用等方 面 的认识与理解 。 只 有对创新具有正确 、客

观 、全面的认知 ，才能正确树立创新意识 ，进而促进创新能力 的提升 。
Ｈａｍ ｉｄ ｉ 、Ｗｅｎｎｂｅ ｒｇ 和 Ｂｅｒ ｇｌｕ ｎ ｄ

（ ２０ ０８ ）研究 指 出 ， 高校 的创 新性教学 影响 大学 生 的创 新意愿 与创新 绩效
［ ２ ° ］

。
Ｚａｍ Ｐｅ ｔ ａｋ ｉ Ｓ 、

Ｇ〇 ｔＳ ｉ 、

Ａｎｄｒｉｏｐ ｏｕ ｌｏｓ 和 Ｍ ｏｕ ｓｔ ａｋ ｉ ｓ（ ２ ０ １ １ ）进一步研究得出 ： 大学生个人对创新的认知正向影响其进行创造

性活动的能力和效果
［
２ １ ］

。 马 晓旭等从创新重要性及理解等方面调查了 当前大学生对创新 的认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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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认为创新认知水平是他们进行创新活动的起点和 内在动力 ，也是他们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的前

提 ［
１ ７

］

。 显然 ，认知是行为 的前提 ， 大学生对创新 的正确认知是提高其创新 能力 的前 提条件
［
２ ２

］

。 综

上 ，我们假定 ：

Ｈ２
： 对创新正确客观的认知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 正 向影响 。

２ ． ３ 人格特征与行为特征

创新能力 的提升和创新成果的产生 ， 均是外在实际行为 的结果 。 创新成果 的产生不是
一次努力

的结果 ，在面对困难和失败时 ，个人会采取何种行为 、 是否能够克服 困难 、 反思并坚持不懈地努力 ，是

至关重要的 。 有研究表明 ，个人的性格特征 与创新能力息息相关
［？ ２ ４

］

。

一

般来说 ， 个性特征明 显 、 善

于提 出 问题 、敢于 冒 险 、富于挑战性 、想象力 丰富 的人更具有创新能力
［
２ ５ ］

。 针对研究生群体创新性的

实证研究也发现 ，创新性人格特征对于他们 的创新能力 有显著影响 ［
２６

］

。 个性 品格具有可塑性 ，但
一旦

形成 ，通常不易改变 ，并对个体的 活动方式具有重大影响 。
心理学研究表 明 ，个性心理特征调整着个

性心理过程 ，影 响着人的外显行为 ，它与人的创造力密切相关 。 通常 ，人格特征影响作用的发挥 ， 主

要是通过对外在行为特征的控制而产生 。
Ｋ ｉ ｃｋｕ ｌ ｊａｕｋ 等人均研究指 出 ，学生的人格影 响着创造 力 和

创新结果
［
２ ８ ‘ ２９

］

。 不仅如此 ，
Ｃｈ ｅｕｎｇ 、

ＬｅＵｎｇ 等人甚至认为 ，教师对创造性人格的感知 对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也非常重要
［
３ °

］

。 朱红
［ ３ １

］

分析 了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行为特征 、思维特征 、知识体系 和人格特征 ，

以及各种创新能力 特征对创新成果的 影响 ，指 出 研究生 的创新行为特征会显著地影响 到其创新结果

的产 出 。 综上 ，我们假定 ：

Ｈ３ ： 创新人格特征对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

Ｈ４
： 创新行为特征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

２．４ 知识体系

创新不能凭空产生 ，有了扎实的基础知识 ，创新才有牢 固的 基础 。
Ｂｕ ｌ ｌ 和 Ｍ 〇ｎ ｔｇ〇ｍｅ ｉｙ （ １ ９ ９ ５ ）研

究 了 高 校 的 教 学创 新性 活 动指 出 ， 系 统性 的课 程 和 知识体 系 是创 新人 才 培 养 的重 要 内 容
［
３ ２

］

。

Ｓｃ ｈｍ ｉｄｕ Ｓｏｐｅ ｒ 和 Ｆａｃｃａ 以创新课堂课程为例 ，说明 了创新性 的知识体系在大学生创新力培养 中 的重

要作用 ［
３ ３

］

。 国 内学者王汉清 ［
４
］认为 ，知识因素 ， 即某一领域的专 门知识和相关经验 ，直接影响创新能

力 ，没有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就不可能在这
一领域有所创新 。 朱红等人 ［

３ １
］ 研究发现 ，研究生

在校期间 的创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体 系的构建 。 常桐善 、 龚放等人 ［
３
４
］ 研究 了我国高校与

世界一流大学在创新性人才培养上的差异 ，指 出全球化知识和经验不足 、学习参与差异低等 因素是影

响学生创造性的重要 因素 。 杨善林 院士 ［
３ ５

］认为 ，信息管理类专业需要改革其知识体系 以更好地适应

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需求 。
因此 ，我们假定 ：

Ｈ５
： 知识体系的构建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２ ． ５ 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是指大学生参与具体 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 ， 以 了解社会 、增长实际操作能力 的活动过

程 ，积极有效的实践活动 已成为培养学生创新 的重要渠道 。 Ｇｕ ｎｄ ｒｙ ． Ｏｆ ｓ ｔｅ ｉ ｒｉ 和 Ｋ ｉｃｋｕｌ （ ２０ １ ４ ）研究表

明 ，在创新教育 中开展一些创造性较强 的技 能性训练活动可 以 提升商学领域 学生 的 创新能力
［
３ ６

］

。

Ｂａ ｒａｋ ａｕ Ｍｃ Ｉｅ ｌ ｌａｎ 和 Ｗ ｉｎｆ ｉ ｅ ｌｄ 指 出 ，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高他们 的 自 我效能 （ ２０ １ ０ ）
［
３ ７

］

； 而 自 我

效能又影响他们加人到 某种特定实践活动 中进行创新和创造 的动机和能 力 ，并有助于他们发现新知

识 （Ｂａｎｄｕｒ ａ ，
１ ９ ９ ７

；Ｂａ ｒａｋａ ｔ ，
Ｂｏｄｄ ｉｎ ｇｔｏｎ ， ＆＂Ｖ

ｙ ａｋａｒｎａｍ ，
２０ １ ４ ）

［
３ ８

’

３ ９
］

。 宋枉 ［ ４
°
］ 认为 ，实践 、实践哲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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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为大学生创新性教育的重要 内容 。 吴玉先 、蒋拥东等人
［
４ １

］ 认为 ，科学研究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的有效途径 。 此外 ，实验教学 、各种层次的竞赛活动和课外科技活动也能够使学生能置身于创造 的氛

围之中 ，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和欲望 ，有助于培育学生创新能力 。 刘学忠
［
４
２ ］研究 了大学生创新精神与

创新能力 的培养路径 ，提出 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渠道 ，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必要路径 。 信息管理类专业是实践性要求较高 的
一类专业 ， 实践教学的质量直接

关系到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 。 由此 ， 我们假定 ：

Ｈ６
： 实践活动的参与对创新能力 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

综上所述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１ 所示 。

图 ｉ 概 念模型

３ 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来衡量所有的研究结构 。 问 卷量表设计是在参考历史文献资料 的基础上 ，

通过专家咨询 、访谈 ，进行了适应本研究背景及范 围的微调后形成的 。 本研究模型的 主要构面中 ， 各

变量均在 以往研究中得到 了 良好验证 。 所有计量项 目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 ｔ 七级量表从评分数值 １ （极不符

合 ）到 ７ （非常符合 ）进行测量 。 各变量定义及测量方式如表 １ 所示 。

表 １ 变置定义及衡置方式
．

变 量定 义测 量 方 式来 源 文 献
＇

仓
！

１新环境学生 所 处 的 学 校 创 新 制 度 、 环 以学 校或者 院 系是．否 举 办各 种科技 活［ １ ７］［２ ５］

境等动 、是否鼓励科技创新等 ４ 个题项 测量

创新认知学生对创新 的认识和理解以 对创新 的理解 、如 何提高创 新能力 等［
２２

］［
２ ３

］

３ 个题项进行测量

知识体 系学 生 在 某 一 领 域 具 有 的 知 识 以 是否具有专业 学科 的基本 知识 和 理 ［
４
］［

３ １
］［

３ ４
］［

３ ５
］

积累论 、是否了 解学科前沿等 ３ 个 题项测量

实践活动学生在校期 间 参与 的科技 、社会 以 是否参加 过社 会 调查 、科 技 实践 、 建［
１ ７］［４ １ ］

实践活动模竞赛 等 ３ 个题项进行测量

人格特征学生本身所具 有 的 冒 险性 、挑 战 以 是否具有挑 战性 、想象力 等 ３ 个题项［
２ ３

］［
２ ６］ ［３１ ］

性 、想象力等个性特征测量

行为特征学生处理事务 的各种行为表现以 是否能长时间 坚持解决难题 、是否 经［２３ ］［２ ６］

常总结经验教训等 ４ 个题项测量

创新能力学生提 出 或 产生 具 有新 颖 性 工 以 是否曾 获得过院级 以 上奖励 、是否 发［２ ６ ］



作成果 的能力或潜质


表过论文等 ４ 个题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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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据分析及结果

４
．
１ 样本架构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为合肥工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 子商务等信息管理类本科专业学生 。

问卷内 容主要涉及大学生对创新的认知 、 学校创新环境 的感知 、个人人格和行为 、知识水平 、参与实践

活动情况及 自我创新能力水平等方面 。 本次调查由辅导员 和任课教师配合 ，采用现场发放 、 当场收回

的方式 。 共发放问卷 ３０ ０ 份 ， 回收 ２ ５ ６ 份 ，其 中有效问 卷 ２ １ ２ 份 ，有效回收率 ７ ０
．
７％ 。 描述性数据统

计结果见表 ２
。

表 ２ 描述 性统计

性别数量比例年级数量比例年龄数量比例

男１２ ８６０ ． ４％大三 １ ５ １

’

７ １ ． ２ ％１ ６
？

２０岁４ ２ １ ９ ． ８％

女８４３９
．
６ ％大四６ １２ ８

．
８ ％２ １ 

？
２５ 岁１ ７ ０８０ ． ２％

合计


２ １ ２



１ ０ ０％


２ １ ２


１ ００ ％


２ １ ２


１ ００ ％

４ ．２ 测量模型评估

采用结构方程建模软件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２ ．０ 对测量模型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 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检

验 。 根据各个变量的可靠性 、 内部
一

致性 、模型 的收敛 和判别效度来判别测量模型是否可接受 。 表 ３

给 出 了 复合信度系 数 （ＣＲ ） 、潜变量平均提炼方差 （ＡＶＥ ） 、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以及各潜 变量之间 的相关

系数 。 各变量的复 合可靠性 值均大于 ０
．
７

， 说 明有 较好 的 内部一 致 ； 每个变量 的 ＡＶＥ 值 均大 于

０ ． ５ ０
，表明模型各变量具有 良好的收敛效度 。 此外 ， 每个变量的 乂ＶＥ 平方根均高于该变量与其他变

量之间 的相关系数 ，表明模型各变量之间具有 良好的 区别效度
［ ４ ３ ］

。

表 ３ 内 部结构相关性 ：

一

致性和可靠性检验

Ｃｏｍｐｏ ｓ ｉ ｔｅ

ａｖｅ校园环境 人格特征 创新 能力 实践活动 知识体 系 行 为特征 创新认知
Ｒ ｅｌ ｉａ ｂｉｌ ｉ ｔ

ｙ

校园 环境０
． ８ ８０

．
６４０ ． ８ ０

人格特征０
．
９ ５ ０ ． ８３０

．
０ ４０

．
９ １

创新能力０
．

８ ７ ０
．
６ ２０

．

２ ９０
． ２ ６０

．
７９

实践活动０ ． ８ ６０
．
６ ８０ ． ２ ７０

． １００
． ６９０

．
８２

知识体系０
． ８８０

．
７ ２０

． ２ ７０ ． ３ ５０
．
０ ８０

． ２ １０ ． ８５

行为特征
．

０ ． ９ ３ ０
．
７７０ ． ２ ００ ． ６ ７０

．
１ ５ ０

．
０ ２０

．
５ ４０ ． ８ ７

创新认知０ ． ９ ６０ ． ８ ８０ ． ０ ００ ． ６００ ． ３７０ ． １ ００ ． ０ ７０ ．
４ ６０． ９４

４ ． ３ 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的主要 目 的是验证经理论提出 的 ６ 项要素 ，对大学生创新能力 水平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及

判断假设模型的适配度 １ 研究结果表明 ， 本研究模型 中 的 ６ 项假设 中 ，有 ４ 项假设通 过检验 ，
得到 了

支持 ，
２ 项假设的检验没有达到显著性 。 由分析结果可推估 出本研究模型 的整体适配度较好 。 各假设

的验证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路径系数见图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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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研 究假设 内容与验证结果

假设检验结果

Ｈ １
： 良好宽松的创新 环境对大学生创新能力有直接 的正向 影响支持

，＊

Ｈ ２
： 对创新正确客观的认知对创新能力 有直接的 正 向影响支持

》

Ｈ ３ ： 知识体系 的 构建对创新能力有直接 的正 向影响不支持

Ｈ ４ ： 实践活动的 参与对创新能 力有直接正 向 的影响支持
》

Ｈ ５
： 创新人格特征对 创新行为具有正 向影 响支持

－－

Ｈ ６ ： 创新行为特征对创新能力具有正 向影 响


不支持


＊

夕＜ ０ ．
０ ５ ．

＊ ？

／
＞＜ ０

，
０１ ．

（ 创新认知ｋ

Ｑ
ｎ ｔＲ

＾Ｊ／／

践活０
图 ２ 路径系 数模型

（括号 内为 Ｔ值 ，

＊

／
＞＜０ ＿


０ ５

＊ ＊

／
；＜０ ．


０ １

）

由 图 ２ 所示 ，创新能力与行为特征的 Ｊ？
２

值分别为 ０
．
５ ９

、
０

．
４５ ，显然创新能力水平得到 了很好的 解

释 （ ５ ９％ ） 。 此外 ，实践活动的参与 、对创新的正确认知 和创新环境均会对学生创新能力产生明显的 正

向 影响 。 人格特征会显著影响学生外在行为 ， 但在本研究 中并未发现行为特征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

地正向影响 。 这可能是以下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１ ） 人格特征 、行为特征没有对大学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虽然此结果与 以往
一些研究结果

不 同 ，但这与高校教学培养方 向和总体 目 标仍然
一致 。 高等学校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的总体 目标 ，

并不会因为各个学生的人格特性不同而 出 现偏差 。
’

（ ２ ） 这也可能与被调查对象所在学校对学生 品格教育 的高重视度有关 。 该校学风优 良 ，学生在
“

我们拥有共同事业
”

组织文化的教育和感 召下 ，形成了
“

勇于克服困难 、 坚持不懈 、善于团 队协作和扬

长避短
”

等共同的 品格特征 ，而调查问卷
“

行为特征
”

所测量 的几个题项正好与这些品格特征重叠 。 从

调査结果看 ，绝大多数被调査者在这些题项的 回答上趋于
一

致 ，导致
“

行为特征
”

这个变量测量的行为

特征数据差异性极小 ，这可能对数据分析结果产生 了影 响 。

（ ３ ） 信息管理类专业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实用性较强的交叉学科 ，所调查 的对象又位于工科特

色鲜明 的大学 ，该校及其重视创新环境的营造和实践活动 的安排 ， 良好的创 环境 、创新认知教育和

实践训练活动使得大部分同学的创新能力较强 ，这种集体性的特征可能使得
＊

个性影响下 的行为特征

对创新能力 的影响 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
４ ４

’
４ ５

］

。 研究 中 ， 知识体系 的构建也没有对信息管理类大学生创

新能力产生显著影响 ，此结果也印证了很多创新成果并未涉及到 高深或专业知识的事实 。 在调研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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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普遍对创新有着较为正确 的认知 ，认为创新并不
一

定都是高精尖的项 目 ，不一定必须具备较完整

和专业的知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 了此结果 。

５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借鉴认知心理学理论 ， 以信息管理类专业为例 ， 构建了大学生创新 能力 影响要素模型 ，并

通过实证数据来检验相关假设 。 研究结果表明 ，创新认知 、 创新环境 、实践活动对大学生创新能力 均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其中 ， 实践活动是最重要和最显著 的影 响 因素 。 这 与前人研 究 以及现阶段教学

改革 目标相
一

致 。 本研究在理论上探索 了大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的影 响因素 ，构建了 影 响要素与创新

能力关系 的 ＥＣＰ－ＡＦＩ 模型 。 本研究 的实践意义和管理启示主要体现在 ：

（ １ ） 对创新的正确认知 ，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信息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 开办信息管理类专

业的 高校需要进
一

步加强学生的创新认知教育 ，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创新观 。

（ ２ ） 创新环境也是信息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 形成的重要要素 。 高校要进一步研究和制 定各种

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激励机制 ，在校园和课堂营造积极向上的创新环境 。

（ ３ ） 实践活动是信息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形成的关键要素 。 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信息管理类专

业的 实践性教学和实践活动 ，进一步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
４ ６

］

。 研究和整合可能用于信息管理类大学生

实践的各种社会资源和学校科研资源 ，从系统工程的观点研究和探索包括实践教学课程 、 实验与课程

设计 、社会实践 、实习实训 、 毕业论文 （设计 ）与综合训 练在 内 的实践教学与 活动体系 的 改革与创新之

路 ，通过实践培养实验技能和设计技能 ，培养信息管理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
４
７

’ ４ ８
］

。

此外 ，高校也需要研究和进
一

步发挥个性化教育在信息管理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中 的作用 ，将

大学生的个性和行为特征转化为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 营造有利于拔尖人才产生的个性化教育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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