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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Ｎ大学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杰出校友群体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了高科技拔尖

人才的素质特征，对影响科技拔尖人才素质养成的大学教育因素进行了层次分析，并探讨了二

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大学教育对科技拔尖人才素质养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结

构与学习能力、兴趣与爱好、人际交往与协调能力等方面；教师引导、实践经历、课程体系是影

响最大的因素。优化大学教育生态应着力抓好三个方面：完善教学生态链，不断优化人才培养

模式；彰显教师的生态主体地位，加快构建师生“从游关系”；构建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创造尊

重个性、充满仁爱的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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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

程密切相关，知识是学习者在特定情境即一定的社

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建构

的方式获得的。该理论将人才素质形成机制的研究

引向深入，即从知识结构转向能力结构，进而对整体

素质形成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并赋予教育生态以

丰富的内涵。国内外研究表明，虽然拔尖人才的成

才之路各不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尤其是大学教育对其成长成才具有深刻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国防军工行业的严格保密要求

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防科技人才国际交流的苛刻限

制，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科技拔尖人才，主要是依靠

我国自己的力量，由国内大学尤其是行业特色大学

自主培养，并在自力更生的科技创新实践中逐步成

长起来的。因此，深入研究这个群体的素质特征及

影响其素质养成的大学教育因素，对于准确把握当

下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全面优化大

学教育生态，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一、科技拔尖人才素质特征

的模型构建

１．研究途径与方法

选取Ｎ大学在航空航天领域工作的８６名杰出

校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在４４至６０岁之间。他们

都是目前奋战在我国航空航天科技攻关和型号研制

一线的国防科技精英。其中：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

（重点）工程项目的型号总设计师（含副总设计师）３２
人，总工程师（含副总工程师）、现场总指挥（含副总

指挥）２１人，航 空 航 天 科 研 院 所 主 要 负 责 人３０人、
首席技术专家３人。研究团队历时两年完成了对这

些杰出校友的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

涉及航空航天科技拔尖人才的素质特征、大学教育

对拔尖人才素质养成的影响、优化大学教育生态的

意见和建议等三大方面。研究涉及量表采用李克特

五级量表，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美

国匹兹堡大学萨蒂（Ａ．Ｌ．Ｓａａｔｙ）教 授 提 出 的 层 次

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１］是解决定性

问题定量化计算的有效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人们

的思维过程层次化，并逐层解决权重排序问题。相

比较而言，传统的对创新人才素质的调查方法，往往

缺乏科学的统计分析，量化数据的简单平均不能科

学地解释复杂问题；而层次分析法通过构造层次结

构模型，在专家调查的基础上构造判断矩阵，并实施

合理的算法，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２．素质特征模型

研究团队先不预设有关人才素质的相关要素，
而是采用德 尔 菲 法（Ｄｅｌｐｈｉ　ｍｅｔｈｏｄ）征 询 了 杰 出 校

友的意见。由杰出校友根据个人经验和认识，自行

总结提出人才的素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访谈的相

关语义进行了整理，归纳出科技拔尖人才五个方面

的主要素质特征，即：知识结构与学习能力、实践与

创新能力、兴趣与爱好、品质与人格、人际交往与协

调能力。调查中相关语义表达的合并情况见表１。

表１　科技拔尖人才的主要素质特征及相关语义整理

主要素质

特征
校友提出的相关语义（主要词频）

知识结构

与学习能力

知识结构：基础知 识、应 用 知 识 和 专 业 知 识；
学习能 力：课 程 学 习、自 学 能 力、跨 学 科 能

力、自我发掘能力

实践与

创新能力

应用实践 能 力、研 究 开 发 能 力、自 主 创 新 能

力、开拓能力

兴趣与

爱好

从小特别感兴趣的 事 情，后 天 培 养 起 来 的 兴

趣和爱好，对某些事物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

品质与

人格

崇高的爱 国 情 怀 和 社 会 责 任 感、自 强 不 息、
踏实勤勉 的 工 作 作 风、强 烈 的 事 业 心、积 极

进取和永 不 言 败 的 人 生 信 念，顽 强 的 意 志、
刻苦勤奋、谦逊、保持激情、感恩、执着

人际交往

与协调能力
组织、沟通、合作、领导与管理能力

表２　科技拔尖人才素质特征重要性比例一览表

高科技人才

素质特征

知识结

构与学

习能力

实践与

创新

能力

兴趣与

爱好

品质与

人格

人际交

往与协

调能力
Ｗｉ

知识结构

与学习能力
１　 ２　 ２　 ３　 ４　 ０．３５３２

实践与

创新能力
０．５　 １　 ２　 ５　 ４　 ０．３１４６

兴趣与

爱好
０．５　 ０．５　 １　 ０．５　 ３　 ０．１３２１

品质与

人格
０．３３３３　 ０．２　 ２　 １　 ３　 ０．１４１３

人际交往与

协调能力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３　０．３３３３　 １　 ０．０５８７

根据上述五项素质特征，我们首先拟定了五个

维度的调查量表，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的形式，由杰

出校友对这些素质特征进行重要性比较并打分，进

而形成判断矩阵；其次，对残缺判断矩阵进行检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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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从８６份调查表中检测出有效调查表７７份；然
后，将杰出校友打分进行加权几何平均，建立综合判

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对不一致矩阵各列进行

归一化处理；同时，由于科技拔尖人才主要素质特征

都是经过高度提炼的关键要素，各特征都具有不同

程度的重要性，我们根据这个认识对比较判断的较

大偏离 值 进 行 调 整，使 之 趋 于 一 致；最 后，利 用

ＹＡＡＨＰ（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２）进 行 一 致 性 检 验，得 到 一 致

性比例（ＣＲ＝０．０８８１），形 成 最 终 的 判 断 矩 阵（表

２）。
结果显示，科技拔尖人才素质特征的重要性排

序依次为：知识结构与学习能力（０．３５８２）、实践与创

新能力（０．３１４６）、品质与人格（０．１４１３）、兴趣与爱好

（０．１３２１）、人际交往与协调能力（０．０５８７）。知识结

构与学习能力、实践与创新能力分别位列第一和第

二位。我们认为，这个结果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和人

才成长规律，是客观可信的。一方面，知识结构与学

习能力是实践能力的基础，也是创新素质形成的前

提。科技拔尖人才不仅应具备宽厚坚实的专业知识

基础，特别是在专业领域的某些方面有所专长，能及

时掌握和应用专业领域的知识，始终站在专业发展

前沿，还必须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能力、研究开发能

力、创新思维能力以及开拓能力。在受访的８６名杰

出校友中，７９人（占比９２％）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为

优秀或良好，６７人（占比７８％）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

所学专业或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这从一个侧面说

明，科技拔尖人才专业知识结构与工作岗位具有较

好的关联度，专业学习与事业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

性或强相关。另一方面，品质与人格、兴趣与爱好，
都是科技拔尖人才不可或缺的核心素质要项。在调

查结果 中，品 质 与 人 格（０．１４１３）、兴 趣 与 爱 好（０．
１３２１）的权重较为接近，分别位列第三、第四位。考

虑到这些杰出校友是面对面接受访谈，对涉及自身

的评价大多比较谦虚，因此，品质与人格的调查项得

分相对较低是正常的。在对品质与人格的语义解析

中，包含了崇高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踏实勤勉

的工作作风、强烈的事业心、积极进取和永不言败的

人生信念，坚强的意志、刻苦勤奋、谦逊、保持激情、
感恩等。这里的兴趣与爱好，主要包括感兴趣的专

业方向、逐渐培养起来的兴趣和爱好，对某些领域表

现出强烈 的 好 奇 心 等。兴 趣 爱 好 与 个 体 的 认 知 发

展、情感有关，是以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空间为基

础，结合一定的情境和条件产生的倾向性或选择性

态度、情绪和想法，是一个人有所追求、勇于创新、干
事创业的内生动力。美国心理学家帕特里克·戴维

斯（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ａｖｉｅｓ）曾 概 括 出 创 新 人 格 十 个 方 面 的

特征，即：独立性强、自信心强、敢于冒风险、具有好

奇心、有理想抱负，不轻信他人意见，富有幽默感，易
于被新奇事物所吸引，具有艺术审美观，兴趣爱好既

广泛又专一等。［２］哈里特·朱克曼（Ｈ．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

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凡是做出重大科技贡献的科学

家，必定具备超凡的独立人格和坚强的意志力。［３］航

空航天高科技大多关涉国际学术前沿和尖端领域，
研究难度大、周期长、成果产生频率低，特别需要从

业人员能忍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品

质与人格的塑造、兴趣与爱好的驱动对科技拔尖人

才的成长显得尤为重要。

二、科技拔尖人才素质养成与大学

教育因素的关联分析

教育实践一直是生态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汉

密尔顿（Ｓ．Ｆ．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主张将教学视为一个连续

的过程，既研究“正规课程”又研究“潜在课程”，从教

学行为的复杂性出发研究所有参与教育者的行动，
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既研究即时环境（学校和

课堂），又考察其他环境及其影响。［４］为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学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准确把握大学教

育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对学生素质养成的影响程

度和影响方 式，在 此 基 础 上，不 断 优 化 人 才 培 养 模

式，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研究团

队以杰出校友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为基础，
以这些航空航天科技拔尖人才的素质特征为参照，
对拔尖人才素质养成与大学教育因素的内在关联进

行了层次分析。

１．大学教育因素的重要性

人才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必然会受

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大致可以

概括为五个方面，包括大学教育（包含本科阶段和研

究生阶段）、个人（努力）、家庭（家人和亲属）、工作单

位（不同时期或某一特定时期的工作经历）、机遇及

其他社会因素。大学教育只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

因素。研究团队对７７份有效调查表的相关数据进

行了层次分析，结果显示：这五大因素对科技拔尖人

才素质养成的影响程度有显著不同，各因素的优先

级依次为个 人（０．３９５３）、大 学（０．２８００）、工 作 单 位

（０．１８８４）、家庭（０．０８４９）、机遇及其他社会因素（０．
０５１４）。其中，大学教育排在外部因素的第一位。尽

管大学教育经历仅有短短几年，但在某些方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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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工作单位。具体到拔尖人才

素质特征的五个方面，大学教育的影响程度也有明

显差异：在知识结构与学习能力方面，大学教育的影

响力仅次于个人努力（０．３８９８），排在第二位，权重为

０．３７９１；在 实 践 与 创 新 能 力 方 面，个 人 努 力（０．
３９６０）、工作单位（０．２９２９）位居前两位，大学教育（０．
２１３０）排在第三位；在兴趣与爱好方面，前三位依次

是个人努力（０．４４９６）、大学教育（０．２８５５）和工作单

位（０．１５１７）；在品质培养与人格方面，大学教育（０．
２０１１）的影响力排在家庭（０．３１１７）和个人（０．３１０９）
之后，位列第三；在人际交往与协调能力方面，大学

教育（０．２４９１）的 影 响 力 位 于 个 人 努 力（０．５０５４）之

后，位列第二，比 工 作 单 位（０．１２４５）的 影 响 值 高 出

５０％。上述结果表明，大学对科技拔尖人才素质养

成的影响作用最大的是知识结构与学习能力，其次

是兴趣与爱好、人际交往与协调能力。

２．大学教育因素的影响方式

在７７份有效调查表中，对于“大学教育是通过

哪些方式或途径影响科技拔尖人才素质养成的”这

个问题，受访校友将其归结为６个方面，包括课程体

系、实践经历、老师引导、朋辈影响、社团活动、学风

与校风。相关语 义 的 整 理 见 表３，这 些 影 响 方 式 的

重要性排序见表４。

表３　影响科技拔尖人才素质养成的大学教育因素

及相关语义

大学教育的

主要环节

或主要方面

校友提出的相关语义（主要词频）

课程体系 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教材、实验课程

实践经历
实习经历、参与科研的经历、毕业设计、创 业

经历

老师引导 任课老师、班主任、辅导员、管理学生的老师

朋辈影响 高年级学长、同学、学生干部

社团活动 课外兴趣活动、科研竞赛、学生会组织

学风

与校风

学习风气、教师潜 心 教 学 的 风 气、学 术 氛 围、
大学文化

调查结果表明，大学教育主要通过教师引导、实
践经历、课程体系、学风与校风、社团活动、朋辈影响

等六种方式，影响科技拔尖人才的素质养成。其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教师引导（０．３００２）。受访校友无一

例外肯定了任课老师、辅导员及学生事务管理老师

对自己成长的重要影响，讲述了老师渊博的学识、做
学问的方法、育人不倦和止于至善的精神，以及他们

对自己在校学习、生活的精心指导；排在第二位的是

实践经历（０．２１２９），主要指实习经历、参与科研的经

历，以及毕业设计、大学期间创业的经历等，５２％的

受访校友认为这些经历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兴趣，有

力促进了自己的专业发展；排在第三位的是课程体

系（０．２１０３），７８％的受访校友提到了自己印象很深

的某一门或几门基础课、专业课程或实验课程等，并
对某些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详细点评，认为课程

体系对学生专业学习十分重要；排在后三位的依次

是学风与校风（０．１２７３）、社团活动（０．０７８６）、朋辈影

响（０．０７０７）。

表４　影响科技拔尖人才素质养成的大学教育因素

重要性排序

大学教育的主要环节
或主要方面

重要性（权重）

教师引导 ０．３００２

实践经历 ０．２１２９

课程体系 ０．２１０３

学风与校风 ０．１２７３

社团活动 ０．０７８６

朋辈影响 ０．０７０７

具体到科技拔尖人才素质特征的五个方面，上

述六种方式 的 影 响 作 用 具 有 很 强 的 选 择 性 和 针 对

性，问卷调查数据的交互分析结果（见表５）表明：第

一，在知识结构与学习能力方面，教师引导（０．３４）的
影响力最大，其次是课程体系（０．２９），两项合计占比

达到６３％。第二，在 实 践 和 创 新 能 力 方 面，课 程 体

系（０．３０）和实践经历（０．２６）的影响力位列前两位。
数据显示出一个悖论，即在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方

面，课程体系的影响比实践经历更为重要。访谈中，

５８％的受访校友提到应重视课程的启发性和研究性

教学，建议支持和引导学生尽早参与科研活动，教师

应及时将最新科技进展和工程实践成果等引入课程

内容和课堂教学。这可能是课程体系的影响值略大

于实践经历的主要原因。第三，在兴趣与爱好方面，
影响最大的分别是教师引导（０．３６）和实践经历（０．
２５）。５９％的受访校友表示，自己的兴趣、爱好与专

业学习有关，或经过大学学习后，逐渐形成了对相关

专业领域的兴趣，教师的引导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对

所学学科专业兴趣的有效途径。第四，在品质与人

格培养方面，教师引导（０．３５）、学风与校风（０．１９）的
影响力最大。第五，在人际交往与协调能力方面，社
团活动（０．２５）与实践经历（０．２４）的影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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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大学教育因素与科技拔尖人才素质养成相关数据的交互分析

１．知识结构与学习能力 一致性比例：０．０９５８；对“高科技人才素质特征”的权重：０．２６１４；λｍａｘ：６．６０３４

知识结构与学习能力 课程体系 实践经历 教师的引导 朋辈影响 社团活动 学风与校风 Ｗｉ

课程体系 １　 ４　 ０．５　 ４　 ６　 ４　 ０．２９８６

实践经历 ０．２５　 １　 ０．３３３３　 ６　 ６　 ３　 ０．１７５３

教师引导 ２　 ３　 １　 ４　 ９　 ３　 ０．３４１６

朋辈影响 ０．２５　 ０．１６６７　 ０．２５　 １　 ２　 ０．２　 ０．０４８７

社团活动 ０．１６６７　 ０．１６６７　 ０．１１１１　 ０．５　 １　 ０．３３３３　 ０．０３１４

学风与校风 ０．２５　 ０．３３３３　 ０．３３３３　 ５　 ３　 １　 ０．１０４４

２．实践与创新能力 一致性比例：０．０９２４；对“高科技人才素质特征”的权重：０．２７９１；λｍａｘ：６．５８２２

实践与创新能力 课程体系 实践经历 教师的引导 朋辈影响 社团活动 学风与校风 Ｗｉ

课程体系 １　 １　 ２　 ５　 ５　 ４　 ０．３００６

实践经历 １　 １　 ３　 ２　 ７　 １　 ０．２６６８

教师引导 ０．５　 ０．３３３３　 １　 ５　 ５　 ４　 ０．２１７７

朋辈影响 ０．２　 ０．５　 ０．２　 １　 ２　 １　 ０．０７４９

社团活动 ０．２　 ０．１４２９　 ０．２　 ０．５　 １　 ０．５　 ０．０４１

学风与校风 ０．２５　 １　 ０．２５　 １　 ２　 １　 ０．０９９１

３．兴趣与爱好 一致性比例：０．０６９７；对“高科技人才素质特征”的权重：０．０８７２；λｍａｘ：６．４３９１

兴趣与爱好 课程体系 实践经历 教师的引导 朋辈影响 社团活动 学风与校风 Ｗｉ

课程体系 １　 ０．３３３３　 ０．３３３３　 ２　 ３　 ４　 ０．１５３８

实践经历 ３　 １　 ０．３３３３　 ３　 ４　 ４　 ０．２５５

教师引导 ３　 ３　 １　 ３　 ４　 ３　 ０．３６３５

朋辈影响 ０．５　 ０．３３３３　 ０．３３３３　 １　 ２　 ３　 ０．１０６５

社团活动 ０．３３３３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５　 １　 ２　 ０．０６７４

学风与校风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３３　 ０．３３３３　 ０．５　 １　 ０．０５３８

４．品质与人格 一致性比例：０．０５０１；对“高科技人才素质特征”的权重：０．２８０１；λｍａｘ：６．３１５７

品质与人格 课程体系 实践经历 教师的引导 朋辈影响 社团活动 学风与校风 Ｗｉ

课程体系 １　 ０．５　 ０．５　 ２　 ０．５　 ０．５　 ０．１０４１

实践经历 ２　 １　 ０．５　 ３　 ２　 ０．５　 ０．１７１

教师引导 ２　 ２　 １　 ６　 ３　 ３　 ０．３５３

朋辈影响 ０．５　 ０．３３３３　 ０．１６６７　 １　 １　 ０．５　 ０．０７０２

社团活动 ２　 ０．５　 ０．３３３３　 １　 １　 ０．５　 ０．１０８７

学风与校风 ２　 ２　 ０．３３３３　 ２　 ２　 １　 ０．１９３

５．人际交往与协调能力 一致性比例：０．０９３５；对“高科技人才素质特征”的权重：０．０９２２；λｍａｘ：６．５８９１

人际交往与协调能力 课程体系 实践经历 教师的引导 朋辈影响 社团活动 学风与校风 Ｗｉ

课程体系 １　 ０．３１９９　 ０．３４３６　 ０．５１２６　 ０．３３６１　 ０．４８０１　 ０．０６２５

实践经历 ３．１２５５　 １　 ２．９５９１　 ２．９９７　 ０．５１５５　 １　 ０．２４３８

教师引导 ２．９１０４　 ０．３３７９　 １　 １．９０２４　 １．８９７７　 １．９８５６　 ０．２１２９

朋辈影响 １．９５０８　 ０．３３３７　 ０．５２５６　 １　 ０．５１２８　 ０．３３９９　 ０．０８７９

社团活动 ２．９７５１　 １．９３９８　 ０．５２７　 １．９５　 １　 ２．９０６３　 ０．２４５３

学风与校风 ２．０８３１　 １　 ０．５０３６　 ２．９４２　 ０．３４４１　 １　 ０．１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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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优化大学教育生态的启示

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科技拔

尖人才素质养成的大学教育因素很多，关涉大学教

育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包括本研究论及的课程

体系、实践经历、老师引导、朋辈影响、社团活动、学

风与校风等。更深层次看，这六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都是大学教育生态的核心内容，研究这些因素对科

技拔尖人才素质养成的影响及作用方式，可以为进

一步优化大学教育生态提供有益的启示。从人才素

质养成与教育环境的关系看，大学教育应按照系统、
平衡、联 系 的 生 态 学 思 想［６］，不 断 优 化 人 才 培 养 模

式，构建师生“从游关系”，营造有利于学生“融入学

习”的教育生态，促进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

１．完善教学生态链，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科技拔尖人才的素质特征表现在知识结构与学

习能力、实践与创新能力、兴趣与爱好、品质与人格、
人际交往与协调能力等六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综合

性和全面性。要培养这种复合型素质，大学的人才

培养模式必须科学设计、不断优化，有机统筹理论与

实践、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等教学环节和教学因

子，使之成为既自成体系又互为支撑的生态链，形成

融合互补的合作型教学生态。一是促进理论与实践

有机融合。一方面，强化核心基础课程建设，优化基

础课程体系，重点建设若干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和技术基础课程，在师资培养、岗位评聘、教学

条件和教学改革等方面向基础课程建设倾斜，并积

极推进教学内容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保证基础课

程教学质量；同时，加强通识教育，将文化素质教育

融入专业教育，创新文化素质课程体系，丰富文化素

质教育实践活动，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创造有利条

件。另一方面，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构建课程实验与

课外实践紧密结合、实践教学与工程项目紧密结合

的实践教学体系，坚持以工程项目和产学合作项目

带动实践教学，在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二是促进课内与课外有机融合。
按照“知行合一”、“寓教于研”的理念，加快建设研究

型课程，推进研究性教学，积极开展基于问题的探究

式教学，引导学生进行以研究为基础的发现式学习，
成为主动的学习者和探究者；按照“寓创新于实践，
在实践中体验创新”的理念，着力建设学生课外科技

创新平台，构 建 多 层 次、开 放 式 的 科 技 创 新 活 动 体

系，让学生有 更 多 机 会 参 与 科 技 实 践，体 验 创 新 过

程，成为创新的积极实践者。三是促进校内与校外

有机融合。依 据 生 态 学 的“拓 适 原 理”①，积 极 与 行

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建立产学研深度合作联

盟，深入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充分发挥校企（事

业单位、科研院所）协同育人优势，积极把行业产业

专家“引进来”，切实发挥他们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
指导学生实践等方面的作用；积极建设高水平的学

生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把人才培养从学校拓展到校

外，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２．彰显教师的生态主体地位，加快构建师生“从
游关系”

从调查结果看，对科技拔尖人才成长影响最大

的大学教育因素是教师引导，受访校友一致强调了

师生“从游关系”② 的特殊重要性。构建“从游关系”
的前提是教师热爱育人事业，是学校的主人。从生

态位能角度看，教师的办学主体作用越明确、教育生

态主体地位越突出，教师潜心教书育人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就越 高，教 师 与 学 生 的 联 系 就 越 紧 密、越 直

接，学生获得发展指导的效果就越好。加快建立师

生“从游关系”，必须大力推进教师岗位聘任与考核

评价体系改革，彰显教师的生态主体地位。一是在

学校大政方针中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确

保教师岗位聘任与考核评价中的“三个同等对待”，
即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同等对待，教学研究成果与

科研成果同等对待，专业负责人与学科负责人同等

对待。二是认真落实教授上讲台制度，严格实行教

师岗位聘任、职务晋升、评优评奖中的教学考核“一

票否决制”。三是改革传统的教师教学工作考核办

法，重点考量教师的授课质量及建设研究型课程、开
展研究性教学、指导学生科研训练等的成效，充分尊

重教师在关心学生发展、指导学生学业等方面的辛

勤付出和创造性劳动，激发教师潜心育人的积极性。

３．构建以人 为 本 的 文 化 生 态，创 造 尊 重 个 性、
充满仁爱的人文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拔尖人才是文化环境熏陶出

来的。拔尖人才往往都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崇尚自 由、独 立 自 强，兴 趣 广 泛、好 奇 心 强，敢 于 怀

疑，不循规蹈矩。为了培养更多科技拔尖人才，大学

必须坚持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将发展学生与生俱

来的自由品性、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作为办学的重

要指导思想，创造尊重个性、充满仁爱的人文环境。
一方面，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学习自由，不断

健全教学管理体制机制，赋予学生更多的选择专业、
选择课程、选择教师甚至选择学习时间的权利，支持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自主选择发展方

向，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激发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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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另一方面，推进全员育人理念，无论是教师、管理

人员还是后勤服务人员，都必须牢固树立以学生发

展为本的理念，从对学生的终极关怀出发，始终以仁

爱之心关爱每一个学生，用心发现学生的兴趣、特长

和发展潜质，呵护每一个学生“神圣的好奇心”，允许

学生犯错误，宽容学生的“离经叛道”，使当下的学校

教育能够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奠定坚实基础。这往往

就是拔尖人才成长特别需要的文化生态。

注释：

①　拓适原理，生态学 原 理 之 一，即 任 一 地 区、部 门、行 业 在

整个社会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资源生态位，成功的发展

必须善于拓展资源生态位和需求生态位，以改造和适应

环境，只开拓不适应 缺 乏 发 展 的 稳 度 和 柔 度，只 适 应 不

开拓缺乏发展的速度和力度。

②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

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

游既见，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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