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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近日，2023年诺贝尔奖获奖名单陆
续揭晓。自1901年以来，诺贝尔奖已走
过120多个年头，成为全球科学界最受瞩
目的奖项之一。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物理
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获奖者均为相
关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

青少年时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
键时期。对部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
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进行梳理分析，探
寻其在青少年时期的关键成长要素，并在
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予以积极支持
和配合，以期促成这些要素的获得和实
现，将有利于更多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和
涌现。

支持鼓励型家长助力兴趣发展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很多诺贝
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都提出，在成长过程
中，父母的爱和支持是自己追寻兴趣发展
的强大动力。父母的鼓励、引导与支持对
孩子的学习动机以及能力发展至关重要。

一是营造充满爱的家庭氛围，并且父
母重视教育、热爱阅读。不少诺贝尔奖获
得者的家庭氛围和谐，充满关爱。199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克里斯蒂安
娜·尼斯莱因-福尔哈德提出，自己度过
了愉快的童年，父母对孩子予以极大的鼓
励和支持，在战后艰难时期为他们制作书
本和玩具；父母也给予他们极大的自由，
鼓励他们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他们所
专注的事情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还试图
同他们一起讨论。获奖者的父母无论自身
学历水平如何，都很重视教育。1986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斯坦利·科恩
的父亲是裁缝，母亲是家庭主妇，但他们
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智力探索的
价值和意义。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霍斯特·施特默提到尽管父母受教育水
平不高，但他们坚信好的教育可以推动社
会进步，在他们的价值观念里，知识比财
富更重要。阅读也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
得者家庭重视的要素之一。1997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强调了父
母对阅读的重视。他的父母经常给他们阅
读书籍，也鼓励他们自己阅读，激发他们对
阅读的热情和兴趣，让他们到图书馆博览
群书。200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
尔·威曼虽然家境不好，但是父母也鼓励
他阅读，支持他每周去公共图书馆借书读
书。卡尔·威曼认为，他把别人看电视的时
间都用来读书，这对他的成长意义重大。

二是父母职业与科学相关，引导、激
发和支持孩子对科学的兴趣。有些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父母是相关领域的教
授，会在孩子的早期成长阶段用科学问题
挑战、激发他们对科学、书籍、智力探索
的浓厚兴趣。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艾里克·科纳尔就提出，晚上睡不着的
时候，父亲会提出问题让他思考，这促使
他养成了日常生活中利用各种闲暇时间思
考技术问题的习惯。

三是家庭配备科学玩具或器材，培养
孩子早期对科学的好奇心。许多诺贝尔自
然科学奖获得者童年时期家中有科学玩具
或者科学工具包，包括电力器材、化学套
组、搭建模块等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
和兴趣。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
尔夫冈·克特勒小时候用父亲的电力工具
做木工，甚至在自家地下室用爆炸性混合
物做实验，将旧收音机和电视机拆装，结
合其他器件制造立体声。还有些诺贝尔自
然科学奖获得者父母帮忙建造家庭实验
室，以便于孩子可以在家做实验，激发他
们早期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兴趣。

关键教师因材施教引导成长

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很多诺贝尔自
然科学奖获得者在青少年时期都遇到了至

少一位影响自己成长的关键教师。关键教
师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对所教学科充满好奇心和热
爱。教师对自己所任教的学科充满好奇心
和热爱，并在教育中传导给学生，使学生
也对这门学科产生好奇心和热爱。200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若列斯·阿尔费罗
夫在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时提出，自己遇
到了一位全身心投入物理的老师，正是这
位老师激发了他对物理的好奇心和无穷想
象力。

第二，富有激情、鼓舞性、游戏精
神，喜欢挑战学生。1998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崔琦回顾自己青少年时期的老
师，认为他们不一定是教学法上最好的老
师，但是他们的智慧、激情和视野可以鼓
舞学生，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沃尔夫
冈·克特勒也认为自己的老师极富鼓舞
性，并且经常用一些特殊问题来点拨学
生，采用游戏的方式教学。

第三，有教学天赋。有些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获得者认为自己的老师极具教学天
赋，在对新学科的第一次介绍时就通过抓
住学科核心本质、联系学科在当今生活的
体现或学科发展前沿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克里斯蒂安娜·尼斯莱因-福尔哈德
在青少年时期就是遇到这样的老师，促使
她立志于研究生物进化。

第四，教学方式与常规不同。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曾说，他的
数学老师教学方式与常规不同，并不让学
生死记硬背，而是让学生进行清晰的逻辑
性思考，注重原理而非事实。2001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蒂姆·亨特的化
学教师给予了他们极大的自由去做各种化
学实验，他们也在此过程中学会了实验规
范。

第五，超越固定课程，提供超前、丰
富和加速的课程。很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获得者都提到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老师不拘
泥于固定课程，喜欢发挥自主性和创造
力，将课程进行整合、拓展和深化，为学
生提供超前、丰富的课程。他们不仅不排
斥学生超前学习，还为学生提供他们认为
最好、最适合的课程。

第六，关注学生兴趣，鼓励学生就感
兴趣的科目深入学习。有些诺贝尔自然科
学奖获得者的老师积极发现学生的兴趣并
鼓励学生深入学习。1995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弗雷德里克·莱因斯就提到，老师
为他提供实验室钥匙，允许他随时进入实
验室。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保罗·纳斯认为自己在中小学期间都遇到
了很好的老师，小学老师激发了他的兴趣
和好奇心，中学生物老师鼓励他开展真正
的实验。

第七，关注学生特长，并能提供额
外帮助。有些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
的老师为学生做了很多教师本分之外的
事情。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
主理查德·罗伯茨提到，他的中学老师
意识到他的与众不同，花了大量时间鼓
励引导他在数学方面的兴趣，经常出一
些难题让他解，他在此过程中意识到逻
辑和数学很有意思，从而奠定了日后成
长的基础。

总而言之，很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
得者在其青少年时期至少有一位对他们成
长产生特殊影响的老师。这些关键教师极
具教学天赋，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并
能够予以引导和支持，激发辅助学生开展
有意义的学习。

学校家庭社会融通挖潜力

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成长过程
中，浓厚的兴趣、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
力、坚韧的探索精神是他们能够持之以恒、
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家庭和学校在促进
这些因素达成方面起关键作用。但由于种
种原因，学生的家庭境况千差万别，学校条
件和环境也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以上
所提及的一些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要素是否可
以具备、是否可以达成呢？答案是肯定的。

归结起来，影响孩子成长的关键要素主
要包括两类：环境性要素和专业性要素。环
境性要素主要包括大量书籍的阅读、关心关
爱的氛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专业性要素主
要包括对学科和学生的爱、激发兴趣的教学
方法和因材施教的能力。

具体而言，环境性要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阅读大量书籍。虽然不少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是因为家庭有大量藏书，父
母热爱阅读，带动引导他们大量阅读，奠定了坚
实的成长基础，但是，也有部分诺贝尔自然科学
奖获得者家境贫寒。尽管他们无法通过家庭藏
书进行阅读，但积极利用学校图书馆、社区图
书馆、流动图书馆等众多资源进行阅读，也同
样能够丰富知识面。第二，营造关心关爱的
氛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家庭条件
各不相同，不少获奖者的父母就是相关领域
的教授，家庭是科学世家，但也有很多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父母学历水平并不高，
但是他们都对孩子充满了关心关爱，对孩子的
兴趣爱好予以无条件的认可、支持和鼓励。关
心关爱的氛围对于孩子的成长可以起到促进作
用。即便因为各种原因，家庭中无法形成关心
关爱的氛围，学校也可以为孩子提供成长的空
间和动力源泉，学校教师可以营造关心关爱的
氛围，挖掘学生的兴趣，支持学生在感兴趣的
领域深入钻研。第三，培养动手能力。一些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在家从小就有科学
玩具、科学器材甚至有家庭实验室，这些外在
条件的核心意义就是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
力和探究精神。如果家庭不具备相应条件，幼
儿园、中小学都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科学套组，
建设相关的科学实验室，以供学生开展探究活
动。此外，科技场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组
织也可以提供相应的条件和设施。

除以上环境性要素外，专业性要素对学
生的成长也起到强大的助推作用，主要体现
在学校教育上：第一，对学科和学生的爱。很
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老师都对所教
学科充满激情和热爱，也同样对学生充满热
情和关爱。教师的专业性体现在对学生的情
感投入和对学科的深入钻研上。第二，激发
兴趣的教学方法。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
的老师无论是自身有教学天赋，还是教学方
式与常规不同，还是自主整合课程，归根结底
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
引导学生通过探究深入钻研。第三，因材施
教的能力。教育应当珍视每一个学生，教师
需要具备因材施教的能力，深挖每一个孩子
的潜力，拓展他们的发展空间。这需要教师
职前教育阶段学习相应的知识和方法，在职
教育阶段注意识别学生特质，予以相应辅
助。家庭可以配合学校积极发现孩子的特长
和兴趣点，予以相应支持。学校也可以为教
师和家长提供指导手册，帮助他们更好地识
别孩子的特质。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
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
目“国际科技领军人才成长规律研究”
[GYJ2023037]成果）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获得者是怎样炼成的

张晓光

诺贝尔奖设立的自然科学领域
奖项包括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
奖和化学奖，通常奖励那些给人类
带来最大利益的发现。纵观2023年
诺贝尔奖委员会所公布的获奖者名
单，其对科学研究的评价标准一以
贯之，强调基础科学中的重大发现
与发明，是从长远看能够给人类带
来最大利益的实际成果。近代以来，
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建
立，都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力发
展与基础研究人才的创新创造。如
何加强基础研究，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管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
得者所在国家的经验，我们或许可以
找到一些答案。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授奖风
向凸显基础研究重要性

2023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物
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的8名
获得者分别来自3个国家：美国、德
国和瑞典，其中6名来自美国，德国
和瑞典各1名。8名诺贝尔自然科学
奖获得者中5名在大学工作——美国
的4所大学，瑞典1所大学，另外3名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阿列克
谢·伊基莫夫在美国纳米晶体科技公
司工作，费伦茨·克劳斯在德国马克
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工作，美
国科学家卡塔琳·考里科是生物技术
公司拜恩泰科的高级副总裁，还担任
匈牙利塞格德大学教授和宾夕法尼亚
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兼职教授。

2023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8名
获得者都拥有博士学位，大部分毕业
于世界著名大学，例如芝加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大学、莱斯大
学等，其中5人还拥有世界著名大学
或科研院所的博士后经历。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职业
生涯也具有一些特点。2023年获奖
的8个人全部有在顶尖大学、科研机
构之间几次职业调动的经历。这说明
了高校教师在机构间自由流动的价
值，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
对完善的避免学术“近亲繁殖”的制
度和机制，引导高校教师有序、合理
流动。此外，6个人有跨国流动经
历。例如，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获得者卡塔琳·考里科出生于
匈牙利东部的一个小村庄，她从小就
对自然表现出兴趣，并在科学方面表
现出色。1978年，从塞格德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后，她接受了塞格德生物
研究中心职位。1985年，由于没有
进一步的资金支持考里科在塞格德生
物研究中心的研究，她移居美国，接
受了费城天普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的职
位。1989年，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任职，但科研道路并不顺利。1997
年，她遇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免疫学
家德鲁·韦斯曼，两位研究人员都对
使用mRNA刺激身体产生对病毒病
原体的免疫力的可能性产生兴趣，于
是二人合作攻克这一难题。在经历多
次失败后，二人终于发现，通过核酸
的甲基化，能够有效避免免疫识别受
体对mRNA的响应，并能够大程度
地降低mRNA带来的副作用。这项
研究于2005年发表在《免疫》期刊
上，使 mRNA 疗法的应用成为可
能。原创性重大成果的产生普遍离不
开思想的交流和碰撞，留学教育仍是
培养具有先进理念、国际视野和掌握
高精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人才的重要
途径之一。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授奖风向凸显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个国
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人
数多少，与其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有
关。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科学研究的
重大原创性发现并不同步，存在时间
滞后效应。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评价
标准强调该研究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
作出最大贡献，强调基础科学的重大
发现、发明，但不只强调基础科学。
如果科研氛围过于浮躁，过于强调结
果导向，将基础研究视作难以承受的

“奢侈品”，那么科技水平也难以得到
长足提高。然而，诺贝尔奖委员会每
年所承认的，正是这种从长远来看，
能给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实际成果的
基础研究。

主要国家在支持培养基础
研究人才方面的探索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国籍
表明，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既集中又
分层。获奖者大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

流大学，这揭示了大学尤其是世界一
流大学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方面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世界科学中心和
创新高地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
的数量是正相关的关系。

在未来几年里，众多国家都开始
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扩
大开创性的基础研究，将使科学研究
的主题和人员多样化。目前一些国家
正在开展学术卓越计划，加大了对基
础科学、研究型大学的投入力度，加
强了对基础学科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力
度。例如，欧盟2021年开始实施的

“地平线欧洲”计划 （2021—2027
年），总投资额约为1000亿欧元，是
欧盟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研究和
创新计划”。这些计划在中短期内可
能会增强这些国家顶尖研究型大学的
实力，提高其科学技术水平；从长期
看，世界科学中心从美国转移到其他
国家，也是非常可能的。

我国可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当前我国的基础研究已成为全球
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必
须承认，我国的基础研究与世界先进
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整体还处
于跟跑的阶段，重大的、颠覆性的、
原始性创新成果较少。我国可从诺贝
尔奖得主的教育和研究经历中获得一
些启示。

一是持续加大对基础科学的研发
投入，进一步探索发展基础科学的新
方法，同时发展基础科学与应用科
学，使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相互配
合，形成合力，创造更多的从“0”
到“1”的原创性成果，为人类的文
明和科技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二是进一步扩大教育国际化规
模，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和质量。加
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的高
层次国际化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三是构建一个良好的高等教育生
态系统。一个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态系
统应包括系统的高等教育认证机制、
完备的现代大学制度、良好的基础设
施、卓越的科研文化、客观的人才和
科研评价体系、富有竞争力的薪酬、
充足的办学经费、浓厚的学术自由氛
围、具有聚五洲贤才而用之的能力和
意愿。

四是持续深化改革科研评价体
系。改变当前对科研人员的学术关键
绩效指标考核方式，将短期考核变成
长期考核，由结果评价转变为过程评
价，支持和鼓励科研人员“十年磨一
剑”，保护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和创新
力，鼓励科研人员在基础科学领域进
行长期研究。

（作者系江南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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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整体谋划，尤其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

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和选拔是世界共同课题。管窥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奖项获得者的学习、教育、研究等经
历，可以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带来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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