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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基础教育拔尖人才培养 ， 解决我

国
“

卡脖子
”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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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中 美 之间 竞合格局 的 急 速转 变使

得 高层 次人 才 流动 更加紧 张 ，
过去我 国 可 以

借助 与 美 国 等 发达 国 家 的人 才 交流吸 引一 些

高 水平科技人 才
，

但 当 下 我 国 必 须 着 眼未来

抓 紧 大量科技人才 的 自 主培养 ，
以 此破解 关

键技 术领 域人 才 匮 乏 这
一

“

卡 脖子
”

问 题 。

教育 是培养创 新型 人才 的根 本途径 ，
不 断 涌

现的 创 新型 人 才 是 国 家拥 有持久竞 争 力 的根

本保障 ，
建设科技强 国 、 实现 创新发展 最终

还是要 落实 到教育 。

近年来 ， 我 国经济与科技实力大幅提升 ， 科技发展从 早期 以开 放 、 跟

踪为主要特征到如今 实现 了 部分领 域与发达 国家 并行 、 领跑 的新 阶段 。

中美经贸 关系逐渐 由
“

合作大于竞 争
”

向
“

竞争大于合作
”

转变 ， 双方竞

争格局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 为全面压制我 国发展 ， 特 朗普政府推行单边

主义和经济 霸权主义 ， 从贸 易 、 科技 、 人才等多方面对我 国进行全方位打

压 ， 试图 围堵和孤立 中 国 。 ２０ １ ８ 年美 国制 裁 中兴事件发生 后 ， 关键技 术

“

卡脖子
”

问题 引 起高度 关注 ， 围绕抢 占科技制高点 的战略竞争成为两 国

博弈的核心议题 。

实现科技创新 ， 必须建 立强大 的创新科技 人才队伍 。 人才作 为科技

创新发展的 第
一

资源 ， 恰是破解美方压制 的关键
“

七寸
”

。 那么
，
相 比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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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科技人才 的培养 宄竟如何 ？ 从人工智能 （ ＡＩ ）领域来看 ， 《２０ １ ９全球

ＡＩ 人才报告 》显示 ， 全球 ＡＩ 论文发表的 学者 中 ４４％ 是在美 国获得 的博士

学位 ， 我 国本土培养 的博士数量是其 １ ／４ ； 同 时 ＡＩ 人才流动性很强 ， 美 国

仍是对全球顶尖人才吸引 力最大的国家 。 今年 ６ 月 ， 《纽约时报 》发表的
一

篇名为

《美 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 武器 ： 中 国人才 》的文章指 出 ，

“

截至 ２ ０ １ ８ 年 ，

在美 国获得博士学位 的 中 国公 民中 ， 有 ９０％ 的 人在毕业后会继续 留在美

国至少 ５ 年 ， 这些数字没有 下降 的迹象
”

。 直观来看 ， 我 国科技人才流失

现象严重 ， 而且我 国在科技尖端 领域的拔尖人才培 养仍有缺失 ， 大多数

人 出 国的初 心是 为了 深造 ， 不少 人才在美 国等其他科学技术强 国成长为

一流科学家 。 中美之 间局势转变使得人才流动更加紧 张 ， 如果说此前我

国还能借助美 国进行科技人才培养 ， 从而牵动我 国 部分行业 的发展 ， 那

么 当 下我国 必须抓紧 自主培养大量科技人才 ， 破解关键技术 的人才匮乏

这
一

“

卡脖子
”

问题 。

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的根本途径 ， 不断涌现的 创新型人才是 国家

拥有持久竞 争力 的 根本保障 ， 建设科技强 国 、 实现创新发展最 终还 是要

落实到教育 。

一

方面 ， 紧抓高等教育 中 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 以超常

规方式加快培养
一

批紧缺人才 ， 为国家解决
“

卡脖子
”

问 题实现最直接供

给 。 另
一

方面 ， 紧抓青少年科学教育 ， 从基础教育阶段做好拔尖人才 的充

足储备 。 面向未来 ３０ 年后成为世界科技强 国的宏伟 目 标 ， 我 国必须为青

少年拔尖人才提供适当成长路径 ， 赢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的最前端 。

一

是要更新对拔尖人才培养 的观念认识 。 教育公平不是指人人平均

的 教育 ， 而是人尽其才 的教 育 。 公平 的 教育应当 是为不 同 的学生提供适

应其能力与 需求 的教育 ， 以 最大 限度地 实现个 人潜 能 。 大众对于拔尖教

育 即高智力儿童 的精英教 育 的片面认识 ， 导致基础教育阶段 的拔尖人才

培养在全 国层面难 以开展 。 正视拔尖 人才教育是教 育公平 的 重要体现 ，

应 当使有科 学家潜质 的青少年获得拔尖 人才培养机会 ， 因 材施教 ， 助 力

拔尖人才发挥 自身潜能 。

二是要实现拔尖人才培养 的体制创新 。 拔尖人才培养是
一

项系统工

程 ， 当 前大多政策关注 高中及 高等教育 的拔尖人才培养 ， 但未 能深入打

通到基础教 育阶段 ， 形成对拔尖人才发现 、 保护 、 科学 引 导的合理体系 。

首先 ， 在选才上加大拔尖人才 的 甄别力度 ， 允许在基础教 育阶段遴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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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特长 中小 学生 ， 组织专家 设计论证科学而灵活 的选拔机制 ， 也可借鉴

国外做法 ， 采用主动报名 和学校推荐双轨制 。 其 次 ， 在 育才上支持设立科

技特色天才班 、 科技特色 学校 ， 集 中力量投入科技资源保障拔尖 人才 的

专 门培养 ， 要让那些有杰出 能力又积极探索科学 的青少年有学 习和实验

的 地方 。 最后 ， 要保 障成才学生 的合理通道 。

三是要重视拔尖人才成长规律 的系统研宄 。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

座谈会上 的讲话明确 了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推进科学教育 的战略 目 标和

发展方 向 ， 那么 人才成长 的规律研宄必须得跟上 ， 为拔尖人才培养 提供

理论保障 。 研 宄 内容可包 括但不限于 ： （ １ ）对拔尖人才认 知规律 的探索 ，

如拔尖人才 的阶段性成长特 点 、 思维方式 、 环境影响 因 素等 ；
（ ２ ）对拔 尖

人才教学培 养的 探索 ， 如拔尖人才 的评估方式 、 培 养模式 、 教学支持等 ；

（ ３ ）对拔尖人才社会支持 的探索 ， 如政策 、 体系 、 机制 、 社会文化等 。

四是必须加 强青少年整体对基础科学的 正确认知 。 基础科学强调个

体对外部世界的 客观认识 以及动态 的知识发现过程 ， 要培养学生形成基

于科学价值观认 同的科学行为与科学 思维 。 如果青少年从小对
“

无用之

用
”

的基础科学缺少好奇 ， 只是知道科学知识 ， 但不知道科学知识 怎么 来

的 、 科学何用 、 如何用科学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 那么 创新又从何谈起 ？面 向

科技新时代 ， 必须将重视基础科学教育作为重要 时代特征 。

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的高考指挥棒作用下 ，

一

些具有特殊天赋 的人

才有时无法脱颖而 出 。 ２ ０２０ 年起启 动 的
“

强基计划
”

取 代 自 主招生为拔

尖人才提供 了 新 的 出 口
， 旨 在最大程度 公开化 、 公正化实现人才选拔 ， 但

这一方式 凸 显 了
“

回归高考
”

的 特点 ， 高考成绩仍 是人 才选拔 的主要 标

准 ， 仅从分值 占 比上看 ， 高校的 自主权在
一

定程度 是被缩减 了 。 为解决培

养储备人才 的
“

卡脖子
”

问题 ， 必须正确认识
“

木桶效应
”

已不再适应当

前时代 ， 如何让各类人才拥有 足够 的平 台尽可 能延伸 自 己 的长板 ， 充分

发挥 自身优势是值得深 思的 问题 。

（ 责任编辑 肖 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