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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进‘ 拔 尖 ’啦 ！”这 个 学 期 ，南 京 大 学

2023 级本科生孔硕等 20 名同学，经过笔试和

面试，入围物理学拔尖班。从高中开始，孔硕

就将大学的专业方向瞄准了物理学。进入物

理学拔尖班之后，他将在这个领域持续深耕。

2018 年，教育部等 6 部门出台《关于实施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共

设 17 个基础学科专业领域，旨在“选拔培养

一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为新时代自然科学

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播种火种，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思想高地奠定人

才基础”。2019 年开始，南京大学共有数学、

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等

14 个基地申报，并全部顺利入选“拔尖计划

2.0”，主要面向全校大一新生进行二次选拔，

遴选志向远大、学术潜力大、综合能力强、心

理素质好的学生进入该计划学习，吸引最优

秀的学生主动投身基础学科研究，着力优化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在南京大学，基础研究人才如何选拔和培

养？有哪些创新探索？

二次选拔
关注发展潜力与创新能力

二次选拔，考什么？

“着重考察学生的基本功、学习潜能以及

学业规划等。”曾参与二次选拔考试的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张

海军解释，“这是为了让对基础学科感兴趣的

学生‘冒’出来。”

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介绍，拔尖班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快班，而更关注学生对基础学科

的研究兴趣、发展潜力与创新能力。

教育部“拔尖计划 1.0”阶段始于 2009 年，

当时，南京大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

计算机科学 5 个优势学科、7 个基地首批进入

“拔尖计划 1.0”；2019 年起，14 个基地先后入

选“拔尖计划 2.0”，最大的变化是 3 个大地学

基地和 4 个基础文科基地的加入。

假如二次选拔没有入围，但研究兴趣不

减，还有机会吗？

孔硕的同系师兄、今年大四的林天哲也在

新生入学时参加了物理学拔尖班的选拔，但当

时没有通过笔试。他联系了时任物理学院分

管教学的副院长王骏，咨询学习建议。

“二次选拔不是给学生贴标签，而是对真

正热爱基础研究的学生因材施教。”王骏告诉

他，拔尖班进行动态管理，向有志学子敞开大

门——如果学了一两年兴趣发生改变，完全可

以转入平行班或申请转系，拔尖班每学年开学

时也会进行补录。

“我发现，拔尖班里更多是对物理有兴趣，

愿意跳出书本与一般培养方案来提前学习、额

外学习的同学，竞赛与科创活动也有更多机

会。”林天哲尽量和拔尖班同学选相同的课程、

写相同的作业，还主动联系拔尖班同学开展课

外实验、进行课题研究。大三时，他终于如愿

进入物理学拔尖班。

因材施教
没有两张完全一样的课表

拔尖班的学生怎样培养？

林天哲深有感触：“最大的特点是小班化

教学和个性化发展。”

这样的特点在课表上就有所体现。打开

林天哲的课表，除了《晶体物理性能》《凝聚态

物质光物理》等必修课之外，更多的是与自己

学术兴趣相关的个性化选修课。

林天哲介绍，虽在同一个班上课，但大家

的兴趣爱好各有侧重。班上 30 名同学，没有

两张完全一样的课表。“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方

向是对一种新型二维材料的独特物理性质进

行计算模拟研究，选修《高性能计算》有助于这

个方向的研究，而选修《艺术、情感与表达》则

纯粹是个人爱好。”林天哲说。

哲学系 2021 级本科生董翟，在拔尖班激

发了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更早接触到了科研，

从而逐步确定了学术志向。

“我们有许多自主研讨课，学生自己思考

和寻找话题，将学习计划发布在校内平台上，

招募兴趣相同的同学，并邀请‘心仪的老师’来

教这门课。”大一、大二时，董翟就曾组织发起

过《生命政治学导论》等研讨课。不仅如此，刚

上大三的他已参与了两位导师带队的 3 项课

题 研 究 ，由 此 加 深 了 对 专 业 的 兴 趣 ，坚 定 了

志向。

“拔尖班要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培养，既

传授科学知识和技术，更训练科学思维和方

法，还培养科学精神和品德。”南京大学本科生

院教育教学发展与评估中心主任施林淼说，具

体来说，就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基础学科前

沿，通过“每生一方案、每生一项目、每生一游

学、每生多导师”，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

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让高校成为“基础研究的

主力军和重大技术突破的策源地”。

交叉复合
为未来方向留出更多“接口”

虽然才大三，但匡亚明学院学生李昀芃已

经换过两次“跑道”：从计算机方向到数理大

类，再到人工智能与脑科学专业方向。

他的底气，来源于学校在基础学科人才培

养上的创新探索。匡亚明学院，是“实验班”中

的“实验班”，不仅是全校最早开设基础研究人

才培养小班制的学院，更以“大理科交叉”和

“全院拔尖”为特色。

自去年 5 月起担任匡亚明学院院长的王

骏说，匡亚明学院 2009 年就已入选首批教育

部“拔尖计划”基地。“匡亚明学院设数学、物

理、化学、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等 9 个专业或方

向，在人才培养上打破专业壁垒，大一先上大

理科课，大二分数理、生化、信息等大类，大三

再进入具体专业。”王骏介绍，宽口径夯实基

础后，学生通过“多次选择、逐步到位”的方式

确定专业方向，不仅能更好理解、运用其他学

科的研究方法，也为未来可能转入不同领域

留出“接口”。

李昀芃正是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找到了喜

欢且擅长的专业。“上了一段时间课后，我发现

自己更擅长数学与逻辑，第一次转变跑道选择

数理大类，随着对专业了解的加深，我最终选

择人工智能与脑科学方向——这也是兼修计

算机和生物两个专业的交叉学科。”李昀芃说，

拔 尖 班 的 制 度 设 计 ，让 自 己 敢 于 试 错 、追 求

兴趣。

在南京大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另一项

创新是“零年级计划”。

“高中阶段可以看做大学的‘零年级’。”南

京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本科生院副院长

李浩说，高校基础学科的教授到部分高中开

课，不仅能增进学生对大学专业的了解，学生

进入大学后还可以以此申请学分——这意味

着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通路，又向前迈进了

一步。

今年 9 月，南京大学—南京外国语学校双

高协同培养拔尖创新后备人才“谈天说地”系

列公开课开讲。翻看课程大纲，授课的 10 位

教授来自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球

科学与工程学院，内容包括星系的形成、黑洞

物理学等。

李浩介绍，“零年级计划”从 2021 年开始，

已走进南京金陵中学、无锡天一中学、南通海

门中学等 10 余所高中，开设经典阅读、外国语

言文学、地理科学、天文学等课程。不久前，首

批 13 名 2023 级本科新生顺利通过学校组织的

学科考核，拿到“零年级计划”学分互认的 1 个

选修课程学分。

“我们没有统计过招生数据，也没有计算

过上课成本。”李浩说，如果能携手培养出对基

础学科感兴趣、有远大理想志向、乐于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的学生，不论他们选择到哪个大学

就读，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南京大学科学培育基础研究人才——

优化人才培养方式 搭建人才成长平台
本报记者 姚雪青

在南京大学，基础研究人
才如何选拔和培养？南京大学
通过二次选拔组建拔尖班，遴
选志向远大、学术潜力大、综合
能力强、心理素质好的学生主
动投身基础学科研究，让对基
础学科感兴趣的学生“冒”出
来。提倡因材施教、鼓励交叉
复合……通过多种方式，南京
大学不断优化基础学科人才培
养，搭建成长舞台。

核心阅读

■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R

本报南宁 12月 12日电 （记者郑壹）近日，首届中国—

东盟（南宁）文化月暨第十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行。据悉，本届文化月将持续

至 2024 年 1 月下旬。

据介绍，本届文化月期间，开展第十届中国—东盟（南

宁）戏剧周、第七届中国—东盟电影展映等多项活动；本届

戏剧周活动包括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开幕演出、戏剧

周回顾展等板块，20余个国内外院团演出 26台大中型剧目。

第十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举行

本版责编：杨 暄 曹雪盟 陈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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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电 （记者王珏）12 日，中国文

联 、中 央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办 公 室 在 北 京 召 开“ 强 基 工

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工作推进会。

“强基工程”行动自实施以来，已在全国范围内面向基层

群众成功举办各类文艺演出、采风创作、百姓宣讲、公益

课堂等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120 余项，覆盖 22 个省份。

“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主

要围绕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基层文艺创作和生

产、培训基层文艺人才、开展文艺支教志愿服务等 4 方面

任务进行，着力用文艺形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提升文艺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入推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强基工程”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助 推 基 层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电 （人民论坛杂志记者韩冰

曦）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论坛杂志

社，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中共河南南阳市委、

南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人民论坛年会暨首届南水北

调中线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论坛”12日在北京举办。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出席

并致辞。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于绍良，人民日报社副总编

辑方江山，应急管理部副部长、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北

京市副市长谈绪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专职

副主席张道宏，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安

南等出席。来自政府机构、科研院所、新闻媒体、知名企

业的代表共约 300 人参加活动。

本次论坛紧紧围绕“强化源头保护，奋力续写南水北

调中线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等重大理论与现实

问题展开交流研讨，形成高质量的建言献策成果，把宣传

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

入，进一步推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浩等发表主题演讲。

人民论坛年会暨首届南水北调中线
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