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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丹

今年，北京中学初三学生李天星
度过了一个特别的暑假——在2024
青少年数学与人工智能夏令营上，她
和来自全国的120多名中学生一起，
完成了由高中教师和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共
同设计的2周线上课程和11天线下课
程。

除了一些讲座外，这是李天星第
一次真正意义上听大学老师的课。她
最大的感受是：“课程突破了只停留
在概念和操作上的常规做法，直抵数
学这一本质，通过理论学习和上机实
践，让我们理解了数学对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几年前，夏令营的发起人、清华
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曾在专访中
对中国教育报记者表示，培养基础学
科拔尖人才“要从娃娃抓起”，在这
次夏令营中，他再次重申，拔尖创新
人才“不能从研究生才开始培养，这
不太可能成功，我们要从基础开始，
并且要走出自己的路”。

以高校和高中深度联合开设的课
程为实质抓手，探索大中小一体化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这次夏令营也被北
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
主任李奕称作一次开局和破冰之举。

放眼望去，大学、高中、初中乃
至小学携起手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不仅是研究的热点，也正在成为一种
紧迫的实践呼唤。如何加强基础教育
与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如何构建学
段贯通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和培
养体系？今天，这些问题亟待回答。

做大“底座”，需要突破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弱”衔接

15岁那年，潘远志考入了西安交
通大学少年班，并在苏州中学园区校
完成了一年的预科学习。

“这一年，我们由大学和高中共
同培养，双方老师花了大量心思在我
们的衔接教育上，不仅让我们掌握高
中知识，还通过丰富的科创活动和校
园生活帮我们发展兴趣。”回看那段
时光，已经成为半导体领域一名年轻
创业者的潘远志认为，少年班的价值
是在应试选拔之外，打通了大学与中
小学连接的另一条通路，为一些有潜
质的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成长环境。

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高校少年
班，开启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大中衔
接自主培养的先河。

“衔接和贯通是人才培养特别是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周海涛表
示，教育活动具有连续性，人在每一
阶段的培养效果，都受到前一阶段培
养基础的影响，“从人智能养成的累
积性规律和人发展的逻辑性来看，都
需要我们在人才培养，尤其是拔尖创
新人才的培养上具有连贯性。”

从实践来看，半个世纪以来，在
国家政策驱动和学校自主探索下，我
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断拓展着基础
教育与高等教育阶段衔接的模式：上
世纪80年代，我国试办高中理科实
验班，进行大中衔接的初步探索；
2003年，教育部在部分高等学校开
展自主选拔录取试点，中学校长实名
推荐制等创新举措为大中衔接选拔创
新人才积累了经验；2013年，教育
部和中国科协共同组织“英才计划”，
选拔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的中学生走
进大学；近年来实施的“拔尖计划”“强
基计划”等，以高等教育招生改革、培
养改革引领基础教育……

分析总结已有经验，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学系教授刘世清认为，这些探

索普遍具有“加速模式”的特点，主要
表现为：在目标上，重视学业表现与特
长发展；在选拔上，强调竞赛选拔，辅
以心理测量；在组织上，集中编班，弹
性学制；在培养上，加大难度，加快进
度，加速学习。

不过，从更长周期观察，这些探索
也折射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的衔接上，仍主要是一种

“弱衔接”，大中小不同学段在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上存在“分离”和“断裂”。

“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一新
生不适应现象在‘拔尖计划’‘强基计
划’等计划中比较普遍，比如，难以应
付大量的高学业挑战度课程，不能合理
安排学习、生活、社交时间，难以把控
自主学习节奏，缺乏真正的学术志趣
等。”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陆一说。

在对参与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
划的学生访谈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
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新凤也在思考这
个问题。她认为，这一现象与不同学段
的衔接问题有着密切关系，“比如，从
中学到大学，学习模式发生了深刻变
化，相较于中学强调系统化的知识体
系，大学教育更突出自主探究和自主学
习，有些学生提出，中小学教育给自己
留下了深刻烙印，当更加依赖自主性的
大学生活在眼前展开，自己会有些不知
所措”。

为何“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究其
深层原因，周海涛指出值得关注的一
点：“在基础性的兴趣引导触发和高层
次的发现探究之间存在断层。”他说，
创造力层次理论指出，职业性创造与重
大创造都需要在相关领域长时期的专注
与投入，“这要求不同学段的培养活动
都需要依托沉浸式、牵引性、高挑战的
问题情境、研究情境、互动情境，激发
和强化拔尖创新人才的科学兴趣，从而
引导和触发深入思考、发散拓展。”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石中英则
表示，总的来看，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
的衔接不够、贯通不够，“是一个客观
存在的现象，大家各管各的，相互了解
得不多，合作也不够充分。就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来说，必须思考怎样打破各级
学校之间制度壁垒的问题”。

正如珠穆朗玛峰成就于喜马拉雅山
之上，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冯洪
荣看来，随着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结合越来越紧
密，新时期，培养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
人才，需要加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
有效衔接，做大“底座”，整体提升人
才培养成效。

超越学段壁垒，从“弱”衔
接走向“强”衔接

衔接什么，这也是一个实践和理论
中的难题。采访中，人才培养目标、课
程体系、教学安排和评价机制等高频
词，也许是解题的钥匙。

在苏州中学园区校，西交大少年班
预科班学生对校园生活的最大感受是

“活”和“深”。
在一堂物理课上，学生们正在通过

实验测量电压、电阻，学习欧姆定律。
实验结束后，物理教师秦江抛出了

一个问题：“一个多世纪前，欧姆研究
电流、电压和电阻关系的时候，可没有
这些方便的实验设备，电流强度怎么测
量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他是怎么
解决的？你们能想出办法来吗？”

对课本上看似颠簸不破的定理、定
论“多走一步”，多追问几个“为什
么”，这是少年班预科班课堂的常态。
作为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负责
人，秦江对此解释道，对于这些有突出
潜质的学生，知识点的学习不是最重要
的，关键是要启发学生去思考，去看历

史上伟大的科学家是怎么做研究的，是
如何追求自己的理想的，“衔接不能是
赶课程，而是要慢下来，和学生一起不
断寻找、挖掘自己的兴趣点和发展点”。

秦江介绍，在中学、大学接力培养
未来科学家和卓越工程人才的共同愿景
下，苏州中学园区校努力为少年班学生
拓展课程和实践活动，调动组织各类资
源为学生提供科研平台，不断超越“高
中只管高中”的桎梏。例如，每年学校
都会与西安交通大学共同开展教研活
动，各个学科的大学、中学教师聚在一
起，围绕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进行
研讨。

加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有效衔
接，课程是关键。

刘世清认为，“强”衔接要为学有
余力的学生不断提供具有挑战性、高阶
性、创新性的课程，提供多样化、专题
性的科研探索经历，“高校和中小学应
积极开展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的开发与建
设工作，并完善学分认证与转换政策”。

在有着40多年拔尖创新人才早期
培养探索实践的江苏省天一中学，“丰富
课程”是托举学生成长，尤其是拔尖创新
人才早期培养的重要举措。该校执行校
长陆锋磊对记者表示，“只有丰富性才能
有选择性，只有尊重了选择才能培养个
性，而只有发扬了个性特长，才能有创新
和创造性”。

面对丰富课程对学校资源、师资提
出的高挑战，天一中学一个重要经验就
是通过与高校、高新企业合作的“三高
合作”模式，弥补中学资源的不足。如
今，该校已经与30个高校、高新企业
共建了综合创新实验室和课程基地。

不过，从更大范围来看，现实中，
受高校参与积极性、教育管理评价机
制、师资等影响，衔接课程普遍存在多
样化但缺少系统化、重知识学习轻认识
和情感等不足。

“目前来看，这些衔接课程主要以
学校，尤其是中学主动探索、设计的居
多，并且集中在一些师资力量雄厚的知
名中学，主要目的是满足一部分学有余
力的学生拓展视野、发展兴趣。”周海
涛观察到，受中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低
年级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的步子
迈得更大，在高年级阶段，不少衔接课
程、活动会有所收缩。

衔接很具体，体现在一门课程、一项
活动中；衔接也很抽象，因为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绝非只是增加几门课程，也不
只是培养学生的某种能力，而是要培养
出一种品质、一种精神和一种人格。

“小学、初中、高中，可以说本身就是
人为隔断的。”长期从事拔尖创新人才一
线培养工作，秦江发现，相比于更容易

“陷”在学科、专业区隔里的成年人，孩子
们其实天然地就会用各种方法去尝试解
决问题。他由此有一个观点：人天生就
具有衔接不同知识和综合不同方法的能
力。“综合实践学习、跨学科学习、项目化
学习都是在回归人的学习和解决问题的
本能，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激发出创新
和创造力。”秦江说。

从拔尖创新人才都具有哪些共同特
点这一“终极目标”倒推，秦江认为，
在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开放、宽
容、多元地鼓励大中小学校开展各类探
索和实践很有必要。

“不同的种子会成长为不同的树，
但当种子还埋在土壤里时，我们不必
去细加区分它是柏树的种子、松树的
种子还是泡桐的种子。”把拔尖创新人
才的成长类比为种子的生长，冯洪荣
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做的“衔接”
其实很简单，“就是给种子足够的有营
养的环境，让它尽可能地饱满、冒出
芽苞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所中小学都
可以探索开展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工
作。“理想教育、家国情怀，宽容和接
纳每一个孩子的不同，引导和鼓励孩子
自主解决问题，呵护每一个孩子的宝贵

兴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为种子生长提
供的基础‘土壤’。”冯洪荣说。

构建衔接新生态，让整个教育
系统成为中国式的因材施教体系

在今年的青少年数学与人工智能夏
令营上，让夏令营老师、北京雁栖湖应
用数学研究院研究员牛一帅惊讶的是，
现学现考的测验中，一名来自丘成桐少
年班的初一学生拿到了第一名，他也是
100多名营员中年纪最小的。

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丘成桐也发
现，顶尖的初三学生反而比顶尖的高中
学生表现得更好。他认为，这可能是因
为年纪小的学生反而少了许多考试和奥
数的消磨，“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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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埋没这些有能
力的学生”。

为了发现和培养一批这样具有突出
潜质和特长的少年儿童，保护他们的天
赋、兴趣不被刷题备考消磨，2021
年，丘成桐以个人名义发起丘成桐少年
班（以下简称“丘班”），联合全国各
地优质中学探索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
人才的早期培养模式。2023年4月，全
国首批“丘班”在 18 所中学授牌成
立，当年秋季正式开始招生。多数学校
面向小学六年级学生招生，也有少数面
向初三学生。今年8月第三批授牌后，
全国设有“丘班”的中学数量增加到
46所。

这是新时期，大中小衔接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的又一次探索。

“丘班”采取初高中一贯制培养模
式，清华和各中学所在地高校的大学教
师参与培养，中学对“丘班”学生的培
养方案需经过丘成桐认可。尽管不与任
何高校的招生挂钩，但在大师领衔和优
质师资的吸引下，家长和社会对“丘
班”的关注热度不减，为了进入“丘
班”，有些家长还会为孩子寻找各种培
训渠道。此外，由于对招生公正性的质
疑，在一些地方，“丘班”的招生也曾
引起过舆情。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丘班”授牌
学校之一、南京一中党委书记朱焱表
示，人才培养的难点之一在于“掐”与

“拔”之辩。
的确，在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发展

主旋律下，现实中，已有的大中衔接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常常遭遇这样的诘
问——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还是“掐
尖儿”？特殊的培养计划是否加剧了资
源的不平衡，破坏了教育生态？

无论是中小学主导的超常教育实
验，还是大学主导的各类学术计划、人
才培养基地，抑或是各类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专项，都逃不开这样的诘问。究其

原因，冯洪荣认为，只要是以个别学校
为主体的衔接探索，无论其本意如何，
都会难以避免地遇到招生选拔、特殊培
养等问题，“哪些学校可以享有特殊政
策，这些学校又以什么标准选拔所谓的

‘拔尖创新’苗子，会产生一系列问
题。”他认为，在“双减”背景和目前
的教育评价下，以学校为主体启动的衔
接探索，会加重教育的功利化，对基础
教育的生态带来一定破坏。

而着眼于校外，主要进行补充和拓
展的“英才计划”等，尽管在一定程度
上摆脱了教育的功利性，但因为覆盖面
小等问题而发挥的作用有限。

“传统上，面向少数的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
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从个别走向全
体，要从关注智力因素走向关注多元潜
能。”在冯洪荣看来，这是新时期加强
衔接有效性的深层内涵，应当在鼓励多
元和多样的基础上寻找新的方向——

“已有的实验和好的经验可以继续推进
实施，但是应该看到，以区域整体推动
为核心，整合区域内大中小学及科研院
所文教资源，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
生态是一个新的实践趋势。”

从行动来看，北京已经迈出了第一
步。

从去年起，基于北京“翱翔学员培
养”“雏鹰建言行动”十多年来的有益
探索经验，以及其上不接天——与高校
人才培养没有打通，下不接地——与初
中、小学未能贯通的不足，在北京市教
委、北京教科院、北京青少年创新学院
的推动下，通过进一步完善市级基地校
建设、新建13个区级创新学院等，初
步构建了拔尖创新人才大中小衔接、分
层分类的培养体系。

北京教科院特级教师、北京青少年
创新学院主任张毅介绍，在这个体系
下，一名对数学、物理或者计算机等学
科有兴趣的小学生，无论身处哪个区，
都可以得到一条开放、贯通的培养路径
的支持：当他所在的学校满足不了其个
性发展需求时，他可以进入区级的创新
学院进行学习，当区级也不能满足需求
时，则可以进入市级基地校进行进阶，
并且在市级层面得到高校、科研院所等
资源的支持。

“我们不选择学生也不‘圈养’他
们，而是通过构建起尺度更大的资源平
台，支持和服务全体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需求。”冯洪荣说，在这个培养的体系
中，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个目标，
每个主体团结一致又各有职责：中小学
要给学有余力的学生展现、发掘兴趣的
舞台；区域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好师资、
课程、项目等资源的统筹，服务好区域
学生发展；有着最优质师资和其他教学
资源的市级基地要担当起基地校的培养
责任，吸纳全市优秀苗子进行培养；高
校则要积极参与，帮助和指导各个层级
的培养活动……

今天，关于怎么做好拔尖创新人才
大中小衔接的答案有许多：有人认为，
教育评价是关键，以中高考制度为基础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绿色通道，是
建立大中小衔接体系的关键。有人认
为，作为基础教育的出口，大学入口的
多样化才能引领与保障基础教育培养方
式的多样化，大学应当发挥好龙头作
用。有人认为，中小学是拔尖创新人才
早期识别与培育的主体，应更主动地加
强大中小衔接。

这些答案也许都是正确的。但是反
观现实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艰难探
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大阻力来自
如何协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普通大众
的教育。

“今天，我们的改革目标不是要再
设一条封闭而神秘的拔尖创新人才特殊
轨道，而是要让整个教育系统建设成为
中国式的因材施教体系，挖掘和促进各
类一流人才的涌现。”陆一呼吁道。

从这个意义来看，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的学段衔接和贯通问题，不仅指向了
衔接教育本身，还需要与促进教育公平、
推动教育评价改革及高等教育相关改革
等措施步调一致。这要求我们既要有系
统化生态化的发展思维，也要有长期稳
定的方向性认知，还要有进行前瞻性探
索的改革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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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与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的结合越
来越紧密，新时期，培
养造就一大批拔尖创
新人才，需要加强基
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
有效衔接，做大“底
座”，整体提升人才培
养成效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
以区域整体推动为核
心，整合区域内大中
小学及科研院所文教
资源。要让整个教育
系统建设成为中国式
的因材施教体系，挖
掘和促进各类一流人
才的涌现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学段衔接和贯通问题，
不仅指向了衔接教育
本身，还需要与促进教
育公平、推动教育评价
改革及高等教育相关
改革等措施步调一
致。这要求我们既要
有系统化生态化的发
展思维，也要有长期稳
定的方向性认知，还要
有进行前瞻性探索的
改革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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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小学“科学节”上，学生展示作品。 资料图片

江苏省天一中学学生在创新实验室进行项目研究。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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