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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握高等教育规律 

高端人才培养的周期长、难度大，简单模仿他人的成功经历很难成功。例如，

爱因斯坦、钱学森、王小谟的成功都无法简单模仿。王小谟认为，当年听孙树本

教授讲高等数学、在高本庆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组织京剧社这三件事奠定

了他的学术基础、动手能力和组织能力。显然，今天的大学生无法靠模仿他的经

历就获得成功。 

回顾我们的若干人才培养计划事与愿违，究其原因是没有把握高等教育规

律。高等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是处于动态变化和发展的青年人，必须对其

进行深入研究，因材施教。我在南航倡导“本硕博贯通培养”，探索了“钱伟长工

程试验班”，比较成功。但在我校进行类似探索就遇到不少问题，地处都市的学

生们遇到许多机遇诱惑，学习动力不足，反应基础课负担过重等等。因此，我们

要针对教育对象去探索和把握高等教育规律，不能急于求成。 

二、 “明精计划”的育人目标 

“明精”二字取自校训，盛新庆教授对此作了很好地诠释。我想说的更具体些，

“明精计划”是要培养新时期的“红色国防工程师”，就是能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研

究工程师、工程科学家。上世纪五、六十年，国防工程师以仿制和跟踪国外技术

为主，新时期的国防工程师则应以技术创新为己任。 

如何理解研究工程师或工程科学家这个概念？建议大家阅读钱学森先生于

1947 年在交通大学等三校发表的演讲“工程与工程科学”，以及 1957 年在我校发

表的演讲“论技术科学”。钱老在上述演讲中不仅谈到如何解决工程中的科学问

题，还以火箭与导弹技术、原子弹技术为例，说明了如何将科学发现转变为技术

和工程。在新时期，北理工要再创国家科技史上的若干个“第一”，就应该是世界

科技史上的“第一”，而不是模仿和填补国内空白。这就是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立足于“明精”二字。 

为了做到“明”，我们要根据当代青年学生的特点，首先在低年级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然后到高年级引导他们树立远大志向。对于大学一年级新生，要设计



和开设一系列完全不同于高中阶段的课程和活动，例如讨论课、自学与主讲等等，

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消除松懈情绪。对于高年级学生，应该用博士生张大奎这样

身边的案例去激发他们的志向和潜能。 

为了做到“精”，我们要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和培养环节，基于“少而精”原则减

少“满堂灌”，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重视学术基础，不能

仅靠增加课程学时来体现，而要在训练科学能力和素养上下功夫。可通过双语教

学来强化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通过自学加主讲来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表达能

力等等。再如，自然辩证法等科学方法论的课程很重要，应该让学生通过学习和

实践去深刻体会。此外，课程体系还应进一步优化，减少重复或重叠。 

三、 协同育人 

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只是“明精计划”的一部分，体现这些顶层设计思想的课

堂教学也只是“明精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能否成功，要靠集中全校的优质资

源进行协同育人，希望各个学院要积极投入，珍惜优质生源。 

协同育人的第一个方面，是建立合格的班主任制和导师制。一、二年级要有

优秀的班主任，引导学生适应大学生活；三年级后要有优秀的导师，把学生带入

科学研究的前沿。学校要制定政策，特别鼓励理工交叉的双导师、导师小组等指

导方式。 

协同育人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改进日常管理，促进优秀学生之间的良性互

动。例如，对“徐特立学院”的学生，包括分流学生，进行长期管理。使他们有强

烈的荣誉感，相互激励和帮助。 

四、 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是先从与数理关联最密切的工科专业做起，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二是

学校每年投入建设经费 1000 万元，支持课程建设。三是建议对学生采用两次分

流，第一次在第 3 学期初，第二次在第 7 学期初；避免过多分流增加学生的选择

机会、不利于专心致志。四是对研究生阶段的学分取中间方案，以 30 学分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