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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
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
础性、战略性支撑。同时强调，必须全面提
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
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提供人才支撑。教育部部长在今年的

“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聚力攻克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能力不足难题。

“拔尖创新人才”是近年来的高频词。
在全球化竞争中，具有创新精神的实践人
才能更好地助推国家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不能只着眼于大学，优秀人才如果在中小
学阶段没有得到及时培育，激发创新意
识，长大后也许会泯然众人矣。这也是这
次省内外基础教育领域的专家齐聚论坛
研讨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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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创新教育？什么样
的人才是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宁波
效实中学党委书记王贤明抛出的问
题。

他没有直接解答，而是讲述了
几个优秀毕业生的故事：有的曾在
数学课上写作文，后来成为了知名
作家；有的受到老师鼓舞后疯狂爱
上数学，后来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获得了核工业功勋奖章。

王贤明表示，这两个看似风马
牛不相及的故事，背后有一个同样
的现象，那就是教育人的那一份淡
定和从容。如果以功利的态度去教
育，就会失去这种从容。“我刚刚讲
的故事中的学生，都是我们现在所
说的‘拔尖创新人才’，但这些人才，
都是我们三十多年前培育的。教育，
需要等待。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一
代代教育人与功利的抗争。”

11 月 12 日，7 位来自

长三角区域的中小学名

校长、名师，以及教育专

家和学者，汇聚在一场宁

波的论坛上。

这是一场聚焦“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题论

坛——“2023 中国浙江·

宁波人才科技周基础教

育领域论坛暨名师面对

面论坛”。参与研讨的嘉

宾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丰

富的实战经验和心得，受

邀来到现场的还有宁波

市数十所中小学的副校

长和骨干教师。

本次论坛由宁波市

教育局主办，现代金报、

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承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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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重要？

宁波是中国著名的“院士之乡”。多年
来，宁波一直在赓续“院士精神”，努力探索
构建宁波专属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先说活动平台的搭建。2015年宁波
市教育局和宁波市科协启动实施“科技新
苗”计划，为学生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
提供了广阔平台。截至目前，已有近400
名优秀高中生参与该计划，共确立了66
个科研项目，其中诸多佼佼者已在全国赛
事中崭露头角。2021年，科技素养大讲堂
也应运而生，宁波市教育局联动多部门组
织学生参加科技学术会议、院士报告、夏
令营、论坛等多种科技交流活动，激发学
生对基础学科的兴趣。

再说教育资源的聚拢。宁波市稳步推
进学术型高中建设，通过设置丰富的学术
课程、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提供与大
学接轨的教育资源等方式，为学生们打下
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拔尖创新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
新领域的开拓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是引
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
是人才资源中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宁
波将继续努力，构建高质量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让更多的优秀学子脱颖而出，
努力造就一批拔尖创新基础人才，为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宁波力量。”
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宁波为什么
要举办这场论坛？

既然是“拔尖创新人才”，肯定
是“少数人”。那么中小学在实际培
养的时候，是否只需要重点关注“少
数人”？宁波艺术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党总支书记陈伟忠肯定了聚焦个体
进行拔尖培养的做法，但也提醒大
家，不能忽略面向全体的培养。

“孩子天生就是发明家，孩子
的创造潜力是在玩中、在兴趣爱好
中、在自由环境中被激发和培育
的。如果学校不提供沃土，那么随
着年级的提高，真正拥有想象力和

创造力的孩子会越来越少。”陈伟
忠说。

小学是如此，高中亦然。慈溪市
锦堂高级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陆松
波以学校的实际教学模式，阐述了
他的理解。他分享了三点做法，一是
探索并实践了“项目循环制”教学模
式，做到“纵向打通，横向融通”；二
是采取“车·锦堂”教学工厂的方式，
让学生学到企业一线的实景化的东
西；三是成立劳模工匠工作室，培养
学生的大工匠精神。

怎样的学生算是拔尖创新人才？

怎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人工智能时代，要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运用智能技术，往往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作用。杭州市安吉路教
育集团党委书记、校长王盛之作为
科学老师，非常注重信息化系统的
构建，让教师教学智能化。

王盛之举了一个六年级学生的
例子，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计了
一个自动机型垃圾分类的“机械
臂”。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创造力
得到了极大地激发。

当然，这一切，还是离不开评价

这一“指挥棒”的支持。不久前，省教
育厅发布通知，2024年起实施中考
全省统一命题。王盛之认为，这一改
革的导向，就是要减少机械记忆型
的题目，增加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方
面的考察。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教
育评价与PISA研究中心主任王晓
华肯定了王盛之的观点，认为应在
评价改革方面加强研究，并提出本
土的教学方案和培养目标，通过长
期的跟踪，来优化这个评价体系。

上海市市西中学校长董君武强
调“促进学生的优势发展”。

何为优势？简单来说，就是人各
有所长。在生来便有优势的学科领
域上，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可能性
肯定会比弱势领域要大得多。那么
学校及老师的任务，就是发现每个
学生的优势学习内容，然后运用优
势学习方式，配置优势学习时间，拓
展优势学习空间。

董君武详细解释了这四个“优
势”的具体所指。“第一，老师要在
丰富多样的课程中，发现学生的优

势所在。第二，我们尽可能让每个
学生都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学
习。第三，学校要把控好优势学习
时间，就像在幼儿园时要学习语言
能力，对高中而言，这要把控几个
大的时间点，比如军训、社会实践、
科学教育等。第四，每个人学习过
程中对于学习空间也会有各自的
偏好，既要有实验室这样的正式学
习空间，也有放松休闲的喝喝咖啡
的空间，还有可以让学生发呆的空
间，这样才能满足学生发展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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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学生的优势发展？

怎么优化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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