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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促进机制，为促进青少年能力发展提供依据。通过

文献检阅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发现父母自我支持、教师自我支持、青少年的自我探

索是促进其学习投入的关键因素，而生命意义感能够激发对学习的热爱，主观幸福感则能提升面对挑战

的自信心。本文从学习习惯养成、创新品格培养、身心健康发展和基础环境支持等四方面提出了教育建

议，并从学校管理、教师素养、家庭支持和社区助力等方面提出了培养策略和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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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promotion mechanism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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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ir early growth process, providing a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s abil-
iti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we explor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earning engagement of Top-
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and found that parental self-support, teacher self-support, and adolescent self 
exploration are key factors in promoting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can 
stimulate their love for learn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an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facing chal-
lenge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from four aspects: cultivating study habits, 
cultivating innovative character,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basic environmental support. It also proposes training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rom 
school management, teacher literacy, family support, and community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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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1.1. 创新人才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创造性”一词就被解读为多种含义，如创造性思维过程(Process)、创造性个

人(Person)、创造性产品(Product)和创造性环境(Place) (Sawyer & Henriksen, 2024)。其中思维过程主要涉

及创新能力，拔尖创新人才是具备高水平创造能力表现的人，拥有较高的创新素养，良好的创新品格和

创新能力。不仅在学术、技术、艺术等领域具备深厚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还展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能够提出独特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创新思维是指个体在面对问题时能产生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方案的能

力，是创新人才最基础的素养(Sternberg, 1999)。风险承担则意味着个体愿意面对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失败，

从而探索新的可能性和机会(Hemlin, et al., 2004)。变革能力则是个体适应和引领变化的能力(West & An-
derson, 1996)，这对于创新人才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某些青少年个体在成长阶段能够体现出好奇心、想

象力、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面对挫折和失败时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这些对创新行为都是极为关键的

人格特质，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学会思考，学会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是创新能力的雏

形(耿学良，2025)。那么，怎样在早期阶段形成并巩固这些品质，从而增强拔尖成长的信心，进而根据这

些影响机制确定教育建议，也是在早期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 

1.2. 学习投入 

学习投入(Learning Engagement, LE)是指个体在学习历程中对学习活动的稳定参与，包括行为层面的

投入和心理层次的联结(Connell & Wellborn, 1991; Fredricks et al., 2004)。学习投入(Learning Engagement)
具体指学生在学业活动中表现出的行为、情感和认知的参与度(Fredricks et al., 2004)。学习投入中的行为

投入是指个体在学习过程表现出专注、付出努力、坚持的学习行为；而情绪投入则是能促进个体学习投

入的情绪状态；认知投入是指个体对学习投入的意愿和策略。这些维度为评估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在学

习中的表现提供了清晰框架。Schaufeli 等从工作投入的角度探索学习活动，认为学习投入是与学习和科

研相关的情感和认知的心理状态，它包括了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因素(方来坛等，2008)。有研究表明，

较高的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学业坚持以及心理幸福感有密切关联(Wang & Eccles, 2013)。强情感投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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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感兴趣的问题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探讨(Heller, 2009)。学习投入是

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的交互影响所形成的复杂结果(Buhs et al., 2017)。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影响学习投入

的因素有多方面。个体因素如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心理健康及学习策略(Schunk & Zimmerman, 2008)；
环境因素如教师支持、课堂氛围、同伴关系及家庭环境(Wentzel, 1998)；文化因素有如社会文化背景、教

育政策及社会期望(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6)。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如何在在线学习环境中促

进学生的学习投入，以及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理解和应用学习投入的理论(Reeve & Tseng, 2011)。 

1.3. 拔尖人才的学习投入 

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少年拔尖人才将成为推动未来国家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青少年拔尖人才具备

强烈的创新意识，才能够在科学研究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选拨培养的“主战场”在高等教育领域，

但其坚实的根基却深植于基础教育阶段之中(师保国，单宏宇，2024)，激发青少年好奇心和想象力，从早

期培育入手，是构建国家科技战略人才队伍的基础工程。为了支持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拔尖人才

计划”中，已经开始关注青少年的大脑功能发育，特别是青春期青少年的知识学习、思维方式改变和动

机发展处于快速变化之中(陈群林，2022)，在这一时期，创新拔尖人才的学业成绩易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其中，对于青少年创新拔尖人才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方面，青少年学习投入

的影响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家庭、教师和个人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探索。 

2. 学习投入的理论探索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关键时期，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理论基础涉及教育学、心理

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学习投入的理论基础包括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自我决定理

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等相关理论。 

2.1.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
于 1979 年提出的，可以用以解释个体发展与其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成长发

展离不开周围环境，分析一个人的行为绝不能仅仅归因于个人自身，应当同时考量其接触的环境(李慧慧，

2024)。这种多层面的分析为理解个体行为和发展提供了全面视角。个体发展不仅仅受到内在因素的影响，

更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塑造。生态系统理论促进了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生态理论，学生的学习投入受多层次生态系统

的影响，包括家庭、学校、社区系统的互动等、也包括外系统(如教育政策等)和宏系统(如社会文化等)。
微系统中的教育环境(如师生关系、同伴互动)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习投入和动机，外系统中的文化价值观和

宗教信仰及宏系统中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会影响青少年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不同环境层次(如家庭、学

校、社区)的支持和资源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不同层次系统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学生

的学习投入。 

2.2. 积极心理学理论 

积极心理学理论关注个体的幸福感、意义感和潜能开发。Seligman 在 2011 年提出的 PERMA 幸福五

因素模型包括五个幸福感的关键元素：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s)、投入感(Engagement)、关系(Relation-
ships)、意义感(Meaning)和成就感(Accomplishment) (席居哲等，2022)。生命意义感的建立对于个体心理

健康和行为表现至关重要。Frankl (1959)认为，个体的首要动机是寻找生命的意义，通过在困难中找到意

义，个体可以实现内在的成长与心理健康。Locke 和 Latham (2002)认为，具有明确目标且目标与个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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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一致的个体，往往体验到更高的生命意义感。当学生面对学业挑战时，生命意义感可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应对压力和挫折，从而保持学习的动力和投入。上述基本需求和情感体验与父母和教师提供的支持

与帮助直接相联系。感知到生命意义的学生往往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这些情感反过来会促进学习的

行为。 

2.3.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由 Deci 和 Ryan (Deci & Ryan, 1987)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提出，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领域的动机理论，它探讨了人类动机的内在驱

动力以及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需求满足和行为表现。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根

据其动机分为自主的和控制的。当个体感受到自主支持时，他们更有可能增强其参与的内在动机。此外，

自主支持还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内化外部的要求和规则，使这些外部规范更符合个体的内在价值观和目

标。自我决定理论还提出，个体的自主性、胜任感和关系感是促进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基本心理需求，

其中自主需求的满足对个体的内在动机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Ryan & Deci, 2000)。对于青少年拔尖创

新人才来说，学习动机是推动其学习和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这些需求的满足对于提高主观幸福感至关

重要，从胜任特征的维度，青少年需要体验到成功的挑战，以增强他们的胜任感。他们的学习动机也会

增强。当他们得到老师、家长和同伴等的支持和鼓励时，更可能积极参与学习。个体的学习投入受上述

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影响，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学生会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投入，促进他们的学习效

能和创新发展。 

3. 学习投入的心理机制探索 

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性群体，这一阶段的思维方式、学习习惯和创

新能力都处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探索其心理机制，可以更好地培养创新思维和学习能力，为未

来社会的发展培育领军人才。 

3.1. 父母的自主支持 

自主支持(Autonomy Support, AS)最早由心理学家 Barry Schwartz 和 Richard Ryan 在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的框架下提出。自主支持一种教育或工作情境中促进个体自主性的指导

或管理方式。在教育和管理领域，自主支持能够满足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进而提升他们的内在动机和

积极行为，父母自主支持指父母在教育过程中尊重青少年的自主性，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做

出选择，并给予适当的指导而非控制。父母的自主支持与学生的内在动机密切相关，而内在动机又是学

习投入的关键驱动力之一(González et al., 2002)。父母在学习情境中给予自主支持，能够增强个体对自己

能力的信念，提高其在学习中的专注度和坚持性(Ryan & Deci, 2000)。自主支持的教养方式能够帮助个体

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如对学习过程的享受和对挑战的接受，从而在学业任务中表现出更高的投入

(Williams & Deci, 1996)。当父母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做出自主选择时，学生更有可能表现出积极的学

习行为和较高的学业投入(Katz et al., 2011)。许多实证研究验证了父母自主支持与学生学习投入之间的正

向关系。父母提供的自主支持越多，学生在学业任务中表现出的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就越高

(Joussemet et al., 2008)。此外，跨文化研究也表明，这种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均具有一致性(Chirkov et 
al., 2003)。在中国背景下的研究发现，父母自主支持能够显著促进学生的学业投入，尤其是在应试教育压

力较大的环境中，父母的支持性行为能够缓解学生的焦虑，增强他们的学业积极性(Cheung & Pomerantz,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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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师的自主支持 

教师自主支持是指教师通过提供自主选择、给予建设性反馈并给予适当的支持，来满足学生的自主

需求(Ryan & Deci, 2000)。教师自主支持与学生的自主学习动机密切相关(Jang et al., 2010; Vasquez et al., 
2016)，而自主学习动机又是学生表现出高水平学习投入的重要前提(Assor et al., 2002)。教师自主支持对

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均有积极作用(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05)。一项在中国开展的研究

指出，教师的自主支持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习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通过

增强学生的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Zhou et al., 2019)。在美国和韩国的学生的研究也表明，教师的自主支

持与学生的内在动机和学业成就显著相关。自主性支持性环境能够促进学生的行为、情感和认知投入

(Reeve, 2012; Jang et al., 2016)。教师的自主支持行为可以显著提升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和努力程度，行

为投入的增强不仅有助于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也对课后学习的延续性有积极影响。感受到教师支持的

学生更有可能对学习产生积极的情感联系，从而增强其对学业的热情和兴趣(Reeve, 2009)，这种情感投入

的增加还能促进其心理幸福感的发展。当教师能够尊重学生的观点并鼓励其独立思考时，学生更有可能

提升其学术理解和学业成就。通过给予学生选择权并鼓励他们自主解决问题，教师自主支持也有助于学

生采用包括分析、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等的深层次的学习策略(Vansteenkiste et al., 2004)，促进

学生的认知投入，使他们更有效地参与学习。积极的情感体验能提升学习投入效果。这样的自主性能提

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增加主观幸福感，对于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具备重要意义。 

3.3. 主观幸福感与生命意义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学业发展至关重要。主观幸福感的研

究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其后逐渐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Ed Diener 在
1978 年首次探讨了主观幸福感，强调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于自己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此后研究者

们逐渐扩展了幸福感的概念，纳入了心理幸福感(如自我实现、个人成长)等更广泛的维度。近年来，研究

者越来越关注如何通过积极心理干预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探讨其在提升社会整体福祉中的作用

(Diener, et al. 2021)。值得重视的是，青少年时期是探索自我的重要阶段，通过探索生命的意义，青少年

可以更早地意识到自我实现的重要性，以目标导向行动，从而在学业、职业和个人发展上追求更高的成

就。Frankl (1963)在其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提出，寻求生命意义是人类的基本动机之一。生命意义感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通常包括存在的意义(Presence of Meaning)和寻找意义(Search for Meaning)两个核

心维度(张荣伟，2018)。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生命意义感的研究逐渐与积极心理学相结合，研究

者们探索了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幸福感、应对策略等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

康和学业成就密切相关(Stege et al., 2008)。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

和逆境。近年来，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的学习投入之间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积极的生命

意义感有助于减少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从而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稳定的心理环境，有利于学习投入。

生命意义感为个体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和生活中的目标感，这对于提升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Steger
等人(2006)发现，生命意义感强的个体通常报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多的积极情感，同时较少体验到消

极情感。生命意义感还可以通过增强个体的心理韧性，减轻压力和焦虑，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Martela & 
Steger, 2016)。 

3.4. 自主支持、主观幸福感、生命意义感与学习投入 

主观幸福感被认为是学生学习投入的重要预测因素。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通常与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业成就感和持久的学术投入度相关(Salanova et al., 2010)。这种幸福感在学习环境中转化为更高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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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Grolnick et al., 2007)，促成积极的学习行为和更强的学习动力(Bakker & Demerouti, 2008)，比如在学

业中表现出高度的参与度和积极性(Fredricks et al., 2004)，间接促进了青少年的学业成功(Joussemet et al., 
2005)，又进一步提升了主观幸福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研究还表明，内在动机较强的学生更能从父母

的自主支持中受益，从而在学业中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和投入度(Vansteenkiste et al., 2004)。教师自主支

持不仅直接满足学生的基本心理需求，还能够通过促进积极的师生关系，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情感安全

感(Wentzel, 1998)，提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Jang et al., 2010)。这种支持方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内在动机，

还减少了学业压力，增强了学生的学习投入。较高的教师自主支持情境下，高水平的学习投入对学生幸

福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Jang et al., 2012)，表明教师的支持和学生的投入可能通过协同作用，共同促进

学生的幸福感。生命意义感被认为是预测学习投入的重要因素。大量研究支持了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

感与学习投入之间的积极关系。生命意义感的存在能够增强学生对学习的认同感和价值感，更可能在学

习中展现出高水平的认知投入，表现出更大的学习动力和持久性(Morris et al, 2015)。在生命意义感较高

的学生中，主观幸福感对学习投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现为更高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业专注度(Zhang 
et al., 2018)。这些关系在不同年龄段和教育阶段的学生中具有一定的一致性(Liu & Gan, 2010)。在不同文

化背景下，生命意义感作为调节变量的效应可能有所不同。在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家庭价值观可能

使生命意义感更强烈地影响主观幸福感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King et al., 2014)。这种间接效应还可能受

到其他因素的调节，而外部支持中，最重要的是父母自主支持与教师自主支持。 

4. 学习投入综述的启示 

拔尖创新人才是青少年群体中重要而独特的群体，探索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学习投入的心理机制，

不仅有助于优化教育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也是响应时代需求，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基于

上述探讨，借鉴生态系统理论、积极心理学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的部分思想，从家庭、学校和青少年协

同育人视角，构建了学习投入的成长促进模型(见图 1)。 
 

 
Figure 1. Model of learning investment mechanism for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among adolescents 
图 1. 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学习投入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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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该模型的构成维度及其各项要素，具体解析如下。 

4.1. 父母的自主支持：养育与教育 

每个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都是独一无二的，家长需要根据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和需求灵活调

整教育方法，通过给予足够的自由和支持，让他们在探索中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下去。 
第一，在学习习惯养成方面：(1) 培养责任感与自律。引导青少年设定短期和长期的学习目标，鼓励

他们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教育青少年应合理规划时间，培养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2) 强化目标与热

情联系。帮助青少年理解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应与长期目标相结合，增加他们持之以恒追求目标的可能性。

(3) 建立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同伴中的竞争，培养青少年的合作精神和沟通技巧，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与他人协作，实现创新目标。此外，教育他们要坦然正视自我，励志笃学以超越自我。

(4) 强化榜样的力量。展示显著成就人物的奋斗历程，让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看到持续追求梦想的可能性。 
第二，在创新品格培养方面：(1) 培养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好奇心是创新的起点。鼓励青少年探索自

己的兴趣和激情所在，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2) 培养青少年批判性思维。引导青少年

不盲从权威，形成自己的见解。(3) 教授失败价值。失败是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教育他们从失

败中学习，而不是害怕失败，引导他们保持追求目标的动力。(4) 问题解决能力。引导青少年灵活运用知

识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解决实际问题，青少年可以学会应用知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创新

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身心健康发展方面：(1) 培养自我效能感。让青少年参与决策过程，让他们感受

到自己的能力，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这种自我效能感会激发他们去追求更高的目标。(2) 给予自我

思考空间。鼓励青少年花时间思考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自我反思，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

世界。(3) 提供情感支持。经常与青少年沟通，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扰，并给予

适当的情感支持，引导他们建立自信。(4) 强调学习与平衡。引导青少年在追求目标的同时，也要关注身

心健康，保持学习与生活的平衡，这样才能持续地追求和实现梦想。 
第三，在身心健康发展方面：(1) 培养自我效能感。让青少年参与决策过程，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能

力，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这种自我效能感会激发他们去追求更高的目标。(2) 给予自我思考空间。

鼓励青少年花时间思考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自我反思，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3) 提
供情感支持。经常与青少年沟通，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扰，并给予适当的情感

支持，引导他们建立自信。(4) 强调学习与平衡。引导青少年在追求目标的同时，也要关注身心健康，保

持学习与生活的平衡，这样才能持续地追求和实现梦想。 
第四，在基础环境支持方面：(1) 尊重青少年的选择。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逐渐让他们参与家庭

事务，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2) 建立更强的亲子关系。父母可以与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一起学习

新事物，能激发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的学习兴趣。父母展现出自身乐观、坚韧的态度，坚持学习成长，

青少年很容易受到良好的影响。(3) 提供指导和资源。为青少年提供接触不同领域的机会，比如艺术、科

学、文学等。为他们提供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和指导，包括书籍、学习用器材、在线课程、工作坊等。(4) 
建立支持性的社交环境。鼓励和支持的环境对于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引导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不拘

于家庭，要勇敢走出去，学校和社区也应该成为他们探索和成长的支持点。 

4.2. 教师的自主支持：育人与育才 

学校是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重要阵地，教师肩负着教育教学的重任。通过有益的策略和路

径，教师可以帮助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在学习中获得更高的投入效能，从而培养出更优秀、更有创造

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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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学习习惯养成方面：(1) 强化学生的能力感。设计适度挑战性的任务，让青少年在克服困难

中感受到成长和进步，增强他们的能力感。(2) 探讨实现路径。与青少年一起探讨实现目标的可能路径。

这包括识别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制定针对性、灵活、可操作的行动计划，

并详细规划时间方案。(3) 定期检查与反馈。定期与青少年一起回顾他们的进步，引导青少年了解其长处

和短板，提供建设性的反馈，帮助他们保持动力并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4) 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是不

断进步的过程，鼓励青少年保持好奇心，对新知识、新技术保持开放的态度，对持续学习与进步持有积

极的态度。 
第二，在创新品格培养方面：(1) 进行教育创新。通过科学实验等项目式学习，以问题为导向，让青

少年在提出新颖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2) 培养创新思

维。创造性思维涉及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发明新方法的能力，进行头脑风暴和创意训练，鼓励青

少年挑战常规思维，培养批判性思维，进一步激发他们追求创新目标的兴趣。(3) 鼓励跨学科学习。鼓励

青少年关注新型交叉，在不同领域的知识中寻找联系，促进知识的整合和创意、创新和创造的发展。(4) 
培养道德与责任感。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感，使他们在创新过程中能够考虑到社会和环境的影

响。 
第三，在身心健康发展方面：(1) 培养归属感。与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

和理解，形成学习上的归属感。通过小组合作项目，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社交技能，让他们在集体中

找到归属感。(2) 理解与支持。通过深入交流了解青少年的兴趣和梦想，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3) 
培养抗逆力。创新往往伴随着失败的风险。鼓励青少年勇于尝试，即使面临失败也不气馁，培养他们的

韧性和从失败中学习的能力。 
第四，在基础环境支持方面：(1) 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尽可能给青少年提供选择权，让他们能够选择

感兴趣的课题或学习方式，提高他们的内在动机。鼓励青少年进行自我反思，让他们思考自己的学习过

程和方法，帮助他们成为独立的学习者。(2) 创设协同性学习环境。根据青少年的学习风格和节奏，灵活

调整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适应性。(3) 重视因材施教。关注每个青少年的个性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指

导和支持。引导青少年了解自己的兴趣禀赋并进行生涯规划。(4) 提供支持与资源。确保青少年有足够的

资源和支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这可能包括提供学习材料、时间管理工具，或者帮助他们找到导师和同

伴支持，让他们能够自主地选择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4.3. 创新人才的自我探索：成长与成才 

青少年拔尖人才还需要具备更多的社会责任，要树立远大理想，除了珍视父母和教师的培养教育，

也要通过持之以恒的自我探索，在学习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成长为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 
第一，在学习习惯养成方面：(1) 需要明确目标和动机。青少年要明确个人兴趣所在，设定短期和长

期的学习目标，使清晰的目标与强烈的内在动机成为学习投入的原动力。(2) 构建良好的学习策略。青少

年可以通过设定固定的学习时间、创造良好的物理学习环境以及使用有效的学习工具，采用持续阅读、

及时复习和深入思考等学习策略。(3)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以事半功倍，比如跨学科

学习可以帮助青少年从多角度理解问题，激发创新思维。又如合理利用在线数据库、模拟软件等科技工

具，帮助他们更直观地理解复杂的科学概念。(4) 探索时间管理技巧。青少年要探索使用番茄工作法等时

间管理工具，使学习更有条理，减少不必要的焦虑和压力，取得最大的学习成果。 
第二，在创新品格培养方面：(1) 建立兴趣与热情。青少年可以尝试不同的学科和活动找到真正感兴

趣的领域，通过实践发现和培养兴趣，提升学习的动力和效率。(2) 积极自我认知与反省。创新要从自己

擅长的领域发力，青少年要了解自己的优势、劣势和偏好，通过反省总结经验以扬长避短。(3) 重视实践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7406


焦松明，时勘 
 

 

DOI: 10.12677/ap.2025.157406 92 心理学进展 
 

与创新。参与实验、项目或者竞赛，可以锻炼青少年的实际操作能力，通过实践来验证理论知识，同时

也能够激发创新思维。(4) 树立终身学习思维。在知识更新迅速的时代，青少年应该始终保持对新知识的

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终身学习思维将有利于不断适应变化，保持竞争力。 
第三，在身心健康发展方面：(1) 培养积极心理品质。青少年要重视培养如乐观、坚韧、感恩等积极

心理品质，这些品质能够增强个体自身的幸福感和抗压能力。(2) 提升情绪调节能力。青少年可以通过正

念冥想、情绪日记等方式，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学会从积极的角度去解读和应对困难，能更好地面

对学习中的挑战。(3) 寻求心理辅导与支持。对于遇到心理困扰的青少年，及时发现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

询和辅导服务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4)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青少年需要均

衡饮食、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以及学会应对压力，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提高学习投入

效能。 
第四，在基础环境支持方面：(1) 寻求学习资源和帮助。青少年应勇敢向教师和家长乃至同学寻求帮

助，同时利用网络资源、图书馆等，获得更多信息、知识和技能。(2) 积极进行人际交往。青少年应提升

社会交往能力，在课余积极与老师同学交流与合作，形成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增进学习效果。(3) 提升团

队合作能力。青少年通过参加学校社团、组织或社区活动，在团队合作中提升沟通、协调和解决冲突能

力，同时拓宽自身的视野。(4) 创设积极的场域。青少年要自我表扬和自我激励，同时积极接收包括家长

和老师等外界的建设性反馈，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同时，正视并表扬他人优点，形成积极的

学习场域。 

5. 综合培养策略与支持系统 

本文旨在探索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促进机制，为促进青少年能力发展提供依据。

通过文献检阅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发现父母自我支持、教师自我支持、青少年的自

我探索是促进其学习投入的关键因素，而生命意义感能够激发对学习的热爱，主观幸福感则能提升面对

挑战的自信心。为此，本文从学习习惯养成、创新品格培养、身心健康发展和基础环境支持等四方面提

出了教育建议，并从学校管理、教师素养、家庭支持和社区助力等方面提出了培养策略和发展建议。具

体的综合培养策略和支持系统如下。 
第一，从学校管理层面，应该营造鼓励创新和自由思考的文化氛围，以便鼓励学生在解决问题时主

动提出问题和解决策略。还应探索如何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供他们选择，包括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领域课程，以满足拔尖学生的特殊学术需求。在学校资源配置上，应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如实验

室、图书馆、研究设备等，为创新学习提供物质基础。还应建立导师制度，让专业教师来参与指导拔尖

学生，并给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发展规划。 
第二，从教师素养层面，应该持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特别强调教师对于创新教育的理解与实践

能力。还应为教师提供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参与创新教育的实践之中。在教学改革方面，学校应鼓励教

师更新理念，更多的采用探究式和项目式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此外，还应强化师德

建设，不局限于班主任对学生全面成长的责任，而应使全体教师参与进来，使教师摒除职责屏障，成为

学生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帮助学生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积极态度。 
第三，在家庭支持层面，要强化家校联系，使得家长、学校和学生三方面沟通达到流畅自如，以便

从更深层次了解学生的诉求。此外，学校组织家庭教育讲座，邀请高水准的教育专家与心理咨询专家等，

帮助家长了解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引导家长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改善家庭支持的效能。 
第四，在社区支持层面，要使社区为支持青少年学生创新发展做出贡献。要鼓励社区成员参与青少

年的教育和成长，如提供实习机会、举办讲座等。还应建立学校与社区资源的连接，如科研机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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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此外，可以充分利用社区活动场所与人员资源，组织社区活动，如科学展览、

创新竞赛等，为青少年提供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而社区中的成功人士可以作为榜样，激励青少年追求

卓越和创新。 
通过上述的综合措施，可以为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的学习投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系统，帮助他们激

发潜能，进而促进成长和发展。当前学习投入的比较研究尚存在局限。对学习投入如何影响学生长期创

新能力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这需要为本项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以便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拔尖创

新人才学习投入的干预措施，在实际教育环境中逐步产生效果。未来研究还可探讨自主支持、主观幸福

感、生命意义感和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学习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变化。总之，应该以问题为导向

为主展开探索，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多的实践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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