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30日 星期五 05主编：张东 编辑：张东 设计：丁京红 聂磊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01

深度周刊

中国教育报：据您观察，目前中学和大学
之间的教育合作怎么样？

丘成桐：一流的学生需要一流的师资来培
养，我们期望大学的老师能来帮忙训练最好的
初中学生。但让大学教师帮忙，他们一般不愿
意，因为要额外花时间。我们不可能将大学老
师全部放在中学教小孩子，也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对于有志愿念数学的学生，还是要有好
的老师来教。

中国教育报：对于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培
养数学人才，您有怎样具体的谋划？

丘成桐：我想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选
拔出一批最好的学生。这批学生选出来之
后，也会引起其他同学的兴趣。在小学、中
学有了这些榜样，其他学生就会跟着走，数
学教育也能更快提高起来。假使全国每个省
份都有几十个天分很好的小孩子，有机会表
现出自己数学的才华，这对中国是个好事。
我们期望用最小的力量做出最大的成果。

我想给这些学生最好的训练，希望他们短
期内能训练到大学一年级的程度。学生可以参
加高考，也可能参加一些重要的选拔考试，譬
如参加中国科大、西安交大和东南大学的少年
班考试，或者参加求真书院的领军班考试，这
种种都有可能。这些孩子若考不上大学的少年
班、领军班也没关系，也不一定要念数学，念
其他的都可以。但无论什么样子，一定要集中

最好的学生，给他们最好的训练，让他们不仅
仅为了考大学而学习。

中国教育报：从高等教育到基础教育的数
学人才选拔培养，您似乎在不断展开一幅更大
的数学教育的设计蓝图？

丘成桐：最终就是要提升中国最尖端的数
学水平，希望能够在中国本土培养一大批好的
数学人才，让他们带领全国的数学研究向前
走。从刚开始懂数学到成为一个专家，然后成
为一个能够开展更深方向甚至引导数学研究领
域的数学家，这要花相当多时间来培养，需要
刺激他们的思想。

譬如，我们中学生竞赛的主要目标是希望
能够刺激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对做研究的兴
趣。大学生需要有很好的基础才能做学问，所
以我们大学生竞赛考的就是基础内容。一方面
基础要打实，一方面也要有想法，所以我们今
年做了创意本科论文比赛。其实，我们成立求
真书院，也是为了培养全国最杰出的年轻数学
人才。

从数学史来看，为学科带来翻天覆地变化
的数学家屈指可数，数学必须要有优秀的领军
人物。我们必须找到下一代人中那极少数的顶
尖人才，从小培养他们。

谋划：拓宽中国数学后备人才的“底”

对 于 今 天
的中学生，尤其
是 有 志 于 数 学
科学的学生，我
会很羡慕，因为
相 比 于 我 的 中
学生活，他们有
着 更 多 的 成 长
平 台 和 更 宽 阔
的 成 长 道 路 。
我 高 中 时 对 不
等 式 非 常 感 兴
趣，阅读了《不
等式·理论·方
法》《常用不等
式》等参考书，
并 写 信 向 国 内
这 方 面 的 专 家
求 教 。 我 自 学
了许多知识，也
研 究 了 一 些 问
题，但当时在中
学 阶 段 除 了 高
考 只 有 奥 赛 这
条道路，没有做
数 学 课 题 的 氛
围，只能浅尝辄
止。

2007 年 ，
丘 成 桐 教 授 发
起 丘 成 桐 中 学
数 学 奖 ， 这 项
比 赛 舍 弃 了 试
卷 和 标 准 答
案，学生的作品要以研究报告的形式提
交，目的是激发和提升全球中学生对于数
学研究的兴趣和创新能力。这些年，研究
性学习、课题式学习被更多中学关注和重
视。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还专门成
立了科技创新班，选拔有兴趣的学生开展
课题研究。

中学生的好奇心是非常强的，很多同
学不满足于解难题。从北大数学系毕业
后，我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的重要原因，就
是希望能为学生提供一个探索未知的环
境，为他们的课题研究提供助力。

在我们学校 40 多人的科创班里，学
生要定期阅读文献、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借鉴大学的讨论班形式，他们还需要
定期交流自己的所学和研究进度。学生每
周还有一个下午的卓越课程和一个晚上的
时间去学校4楼科创教室自由地开展课题
研究。做数学课题的同学可以在数学建模
实验室里大胆实践和探索。这些年来，我
们为学生开设了“数学课题研究”“现代
数学巡礼”等选修课，向感兴趣的学生介
绍模糊数学、函数方程、非欧几何等专题
拓展内容，介绍费马大定理、黎曼猜想、
堆球问题等有名的数学问题。

十多年来，我们学校多名同学参加了
丘奖，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些同学
都是从日常生活、课本和拓展阅读中自行
摸索，找到了值得研究的数学问题，并且
通过一到两年的时间，取得了一定的研究
结论和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许多高中生的课
题都是直接由老师指定，我觉得这失去了
课题研究的初心，让学生不知道研究的意
义何在。其实，只要平时课内学习时多留
心、多思考，学生就可以发现很多值得研
究的问题。但现实中，少有人问为什么要
学习等差数列、指数函数这样的知识，而
研究过程则能告诉同学为什么要走这条
路，这条路还有哪些地方没人去过，说不
定还可以发现新的事物。

在我看来，课题研究是真正的“研究
性学习”，它既不是短时间的浅尝辄止，也
不是预设好答案的模仿。如果说后者好比
是带着救生圈游泳，课题研究就像是真正
的下水游，能够感受到自在游泳的乐趣。
这样的学生必然不会“只能做题，不会提
问”，而是能够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所以，这些同学相
比于同龄人，对自己今后专业的选择、所
要走的道路更加清晰明确。

我们希望通过课题研究将学生从平时
“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学习中解放出

来，开辟出一方新的天地。从多年实
践的情况看，很多学生的视野得到

了拓宽，从课题研究中自信心
得到了很大提升，收获的成就
感是解出几道难题所无法比
拟的。同时，作为指导老
师，在和学生共同探究的过
程中，听到学生精妙的想
法，看到他们在课题研究中
成长，确实是一件特别快乐
和幸福的事！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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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丘成桐：：打好数学强国打好数学强国““底子底子””
本报记者 梁丹

从丘成桐中学科学奖到丘成桐数学英才班和数
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十多年来，面向中学
生，著名数学家、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
任丘成桐教授在数学人才培养上发力颇多。瞄准一
流数学家培养，丘成桐认为，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
才要从中学阶段做起。

在丘成桐看来，现在中国有足够多的中学都很
不错了，但还存在对学生好奇心培养不够等问题，
不能引导学生对基础的学问有长远的兴趣。他希
望，拓宽中国数学人才的“底”，从中培育出一批
一流的中国数学家。

那么，丘成桐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教育有哪
些观察、反思和谋划？2022年夏末，在清华大学静
斋，《中国教育报》记者对丘成桐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教育报：过去几十年，您的精力主要
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最近十多年来，您开始
关注基础教育阶段数学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这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丘成桐：中国小孩子天赋很好，但是中国
的数学文化比不上国外。他们的小孩子从小就
受到训练，懂得如何问问题，而中国小孩花的
功夫是做习题。老师家长跟他讲什么，他就跟
着走。对有开创性的学问的发展来讲，这一点
总是有点吃亏的。

真正开始对数学有兴趣，应当是从初中开
始。一般来讲，小学学习的是加减乘除最基本
的知识，老师会教得很好。美国的小学是启发
兴趣，带小孩子出去走走，增加见闻，不要他
们花很多功夫在课堂上学习。真正学习是从初
中开始，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初中学
不好，以后就很难再改变。

从去年开始，我带着求真书院的学生到各
地走走，让他们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养
他们的家国情怀，让他们有信心完成大事业。
那个时候，我觉得求真书院每年其实只能够招
收100个学生，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初中开始培
养，让有数学天赋的小孩吸收一流的数学文
化，让他们了解比较多的内容。我期望小孩子
的天分能很早地表现出来，让他能发展所长。

中国教育报：您如何看今天中国的基础教
育？

丘成桐：在我看来，除了研究生教育的水
平还需要提高外，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都很成
功，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可以和麻省理
工和哈佛大学比较。但是，总体来讲，中学在
学生对数学、对学问的好奇心上培养得不够。

现在中学的方法是不停地训练学生，就好
像打乒乓球，从早到晚就一个姿势打七八个钟
头。这样的做法是可能将学生变成一个很能考
试的机器，但抹杀了学生的兴趣，也让学生看
不出长远做学问的意义。高中最后一年，甚至
把全部时间花在考题上。

中国教育报：近年来，您和中国的小学
生、初中生有很多接触，这些孩子水平如何？

丘成桐：坦白地讲，我吓了一跳，因为
我出的题目并不简单，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有的居然考了满分。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并不
是普通小学生能够想到的问题，至少我当小
学生的时候没想到，所以我觉得很惊讶，与
我当年相比，他们比我能干。至少，从目前
来讲，发展的程度是不错的。在求真书院，
我们发现，顶尖的初三学生反而比顶尖的高
中学生表现得更好，我想可能是少了高考和
奥数的消磨。这也是基础教育值得注意的现
象。一些有能力的学生在十一二岁就能懂得
很多东西。我想，不能够埋没这些有能力的
学生，我们要找一些好的大学老师来培养他
们，让他们成才。

缘起：拔尖人才培养要从基础教育开始

中国教育报：近年来，家长越来越重视
孩子的升学和发展，甚至会感到焦虑。过早
的人才选拔会不会加剧这种焦虑？

丘成桐：这是一种误解。进了求真书院
就需要对数学学科进行长期的学习和研究，
所以孩子对数学兴趣不大的话，没有必要进
入。有的家长希望小孩子做金融、开公司，
但是我们不是要培养金融家、企业家，所以
家长没有必要焦虑。也许有些学校会着急，
这是因为谁拿了奖牌、谁进了求真书院，对
学校来讲是一个荣誉。但是，只顾学校的名
誉来做，不照顾小孩子的前途，这也不好。
学校一定要照顾到小孩子有没有这个能力。

家长希望自己小孩是天才，但并没有想
到孩子的前途在什么地方，所以要好好想
想。因为进来后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
个能力不足、兴趣不足的孩子进来后是很痛
苦的，对一个有能力有兴趣的小孩，才是一
件很好的事情。

中国教育报：今天，在“双减”背景
下，您怎么看待在基础教育领域进行拔尖人
才培养所面临的压力？

丘成桐：对于孩子的学业发展，每个家
长都很紧张，因为觉得自己的小孩是天才，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硬将小孩子
变成天才，对他终身是一个痛苦。

我在哈佛大学有个博士后，是马来西亚
的“天才”，12岁就进了大学，很年轻做了
博士后，但我其实从不在乎谁是不是天才，
也没有注意过他的年龄，我只在乎他做了什
么东西。我想他是比较聪明一点，但不是大
天才，可是他的父母认为他是大天才，不停
地逼他，以至于他患了重病最后不得已离开
了。我也从来不认为我是天才，就是早熟一
点儿，能够多懂得一些东西。年纪不是最重
要的，有很多大数学家要到四五十岁才成
名，才真的做了最伟大的工作。年纪轻做到
和年纪大做到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你最终做
出了多么重要的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

现在“双减”，很多人也来问我。我想
说，我做的是我觉得应当做的、有能力做
的事，先从培养一小部分学生开始。对于
我来讲，培养一批一流的数学家是我的专
长，过几年后能够培养几百个好的数学
家，就能改变整个中国的数学环境。一个
大国，包括美国在内，好的数学家全部加
起来也就几千个。假如我们一年内能培养
一两百个学生，是很不错的，很快就能赶
上世界水平。中国要想成为一个
数学大国，一定要在本土成
长一批好学生，目前中国
也具备这样的条件。

期待：给孩子适宜的教育选择

中国教育报：对于数学人才的选拔，尤
其是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中选拔，您认为
应该按照什么标准？

丘成桐：基本功一定要扎实，基本的东
西要搞懂，也要再看一些课外书，但是不一
定要像奥数、高考一样不停地刷题。我们的
题目都是公开的，学生可以去看看能否做得
出。坦白地讲，我们的题目都是很标准规范
的，比较超前一点，但不是刁钻的题目。

考求真书院也是这样，你拿大学一年
级、二年级的课本看，看懂之后就可以考进
来，题目没有一点取巧的地方。我们不考刁
难的东西，学生也不用找补习班。我看重题
目的启发性和开创性，引导小孩子不要简单
地只做习题。

中国教育报：您曾批评中学教育“将奥
数、高考当成学习数学的目标”是一大误
区。您认为数学教育应该聚焦在哪里？

丘成桐：中学想搞奥数和竞赛，是期望
能够得奖，然后很快地出头。我们做的不是
这些，是要让学生把最基础的学问搞好，这
个基础的学问就是以后念大学时要用的学
问。奥数可以考得很好，但念大学不一定能
念得好，我晓得很多学生都是这样子。

奥数作为一个业余的竞赛，用来提升学
生的兴趣是不错的，但奥数本身内容很偏，
只考虑一部分的数学问题，不能够将主要
的、主流的数学学好，不是一个真正做数学
研究甚至工科科学家所要求的，我们需要更
大范围的学问。要将主流的数学学好，是不
一样的做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呼吁大学
老师参与进来，因为大部分中学老师不一定
十分了解大学上课需要的内容。

中国教育报：不以高考、竞赛为目标，
不聚焦在容易出成绩的奥数上，您会担心，
中学的实践与您的设想出现偏离吗？

丘成桐：只要按照我们的要求训练，
学生念得懂的，高考会考得好，这个确实
没问题。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大学一年级水
平的学生，去参加高考是没有太大问题
的，准备一下就可以。以我的中学为例，
这个学校学生的高考都考得很好，但是我
们从来不准备高考，我们准备的是比高考
更深入的学问，这样回来再考高考其实是
很简单的事。很多人误会了准备高考就只
是准备高考，超过高考一点的东西都不
学，其实是学不好的。我们练的水平够
了，再回头看就容易得多。

实践：素质教育与应试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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