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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籍的清华优秀校友中，施一公、王振民可谓名师中的代表。他们一位是清华生命科学学院

院长、医学院常务副院长，一位是清华法学院院长。除了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的突出成就，他们对学生

培养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对教育问题有着深入的认识和思考。面对广大高考学子，他们提出了十分

中肯而精到的建议。

高考制度一定要坚持

河南省

河南籍名师说高考

——专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博导施一公

○   吴战朝  王灿  张丛博

高考制度一定要坚持
精彩语录：“高考是能保证我们农村孩子

上大学的途径之一。”

近年来，对高考“一考定终身”模式

的质疑越来越多，“废除高考”的言论也

开始冒头。施一公对此则有清醒的认识：

“高考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但必须延续下

去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就目前的情况而

言，高考是能保证我们农村孩子上大学的

途径之一。高考存在缺憾，但现在不是有

自主招生考试了吗？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改

革尝试。”

“中国的教育是有一些问题，但不

应 该 被 全 盘 否 定 。 如 果 用 两 个 字 来 描

述，中国的教育叫‘熏陶’；美国等西

方教育是‘启发’。我不认为熏陶式的

教育不如启发式的教育，比如，我们的

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举一反三的能力很

强。”施一公说。

学生填报志愿不应一味追捧热门专业
精彩语录：“大家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热

衷是不可靠的。”

高考填报志愿时，不少家长和考生

不顾个人的兴趣爱好，一味追捧所谓热门

专业。其恶果显而易见：录取时，热门专

业门槛水涨船高；毕业时，该领域人才过

剩，造成就业难。

施一公也关注到了这种现象，并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大家一窝蜂对热门专

业的热衷是不可靠、不应该的。”施一公

以经济管理专业为例说，“很多老百姓认

为，学经管的赚钱多，于是大家一窝蜂报

考，很多大学的经管学院都是录取分数最

高的学院，这并不合理。首先，很多国外

大学根本没有管理学本科学位，也不招收

本科生；第二，经济学有本科学位，但经

济学往往注重理论研究，一般需要读完研

究生、博士，毕业之后去金融机构、经济

研究单位、大学等做研究。现在的情况

高考之前，已经有许多优秀学生拿到了国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留学低龄化之风日盛。这种现象合

理吗？为何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放弃高考？为什么大量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

不出杰出人才？……面对一连串教育困境，我们应该怎么做？日前，本报记者专程赴京，采访了咱河南老

乡——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教授。

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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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孩子经管学院本科毕业，既不懂经济，也缺

乏管理经验，就业情况并不一定乐观。而且这些孩子

由于专业限制，将来很难选择其他专业攻读研究生或

博士生。”

“很多优秀的孩子就因为盲目追捧热门专业被耽

误了，这种情况并不正常。”施一公不无痛心地说，

“希望媒体和社会各界能够正确引导，让中国的就业回

归自然，让中国教育体系回归自然。”

 

大学建设应该“分层次、有特色”
精彩语录：“‘高分低能’是因为‘学无以致用’。”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有人开始哀叹

“读书无用”。

对于这种消极观点，施一公予以驳斥：“我有一

个问题希望所有家长都考虑：不上大学，孩子能就业

吗？就什么样的业？”但施一公也坦承，确实有不少大

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上以后不知道如何做，有人称之为

“高分低能”，他称之为“学无以致用”。对此，施一

公开出的“药方”是，大学建设要分层次、分类发展，

办特色型大学，而不能像现在一样千校一面，一味求

大、求全。

  施一公提出，中国应该建设十至二十所世界一流

大学，其教育应该为了培养国家顶尖人才，其本科毕业

生多数应该继续深造，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保证

国家的长治久安；第二批次的一些大学，应该致力于培

养一批优秀人才，拥有良好的能力，到一些重要部门任

职，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第三批次大学数量应该

最多，其教育应该务实、有特色，能为社会提供“螺丝

钉”型人才。

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
精彩语录：“教育应‘有教有类’。”“‘名师出高

徒’，不是‘严师出高徒’。”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多年来，众多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寻找这句著名的钱

学森之问的答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国内，科研教学实力

位居前列。在亚洲，现在应该是和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实力相当。”施一公说，在他详细介绍新开设的“清华

学堂生命科学班”和“医学药学实验班”学生培养方式

时，记者向他抛出了这个问题：“这是在尝试回答‘钱

学森之问’吗？”

“Exactly（非常正确）！”施一公忍不住说了一

句英语，“我们就是在回答钱学森之问。现在的教育

普遍是‘有教无类’，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在一个

班级里，有的学生思维特别快，你给他讲一节课，他5

分钟就懂了，40分钟在浪费时间，肯定是需要‘因材

施教’的，也就是‘有教又有类’。但老百姓为什么不

愿意这么做呢？因为有些学校做得过分，把学生分成

‘好、中、差’，所谓的‘差生’都不管了。”

施一公表示，“钱学森之问”牵涉诸多问题，

教育上的“平均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中国是一个

泱泱大国，如果什么事情都搞平均的话，肯定没前

途。尤其是教育，更要分出层次来。我们学堂班的本

科生刚刚开了一个研讨会，请杨振宁来给大家分享了

他的学术人生，同学们很受启发——不是学堂班的学

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有句话叫‘名师出高徒’，对

不起，不是‘严师出高徒’。名师的言传身教，比学

生刻苦摸索管用得多。如果认为只要严、只要刻苦就

行，那是不科学的。”

清华本科生不逊于美国麻省理工、哈佛
精彩语录：“中国最好的大学远远强于美国的一般大

学，比美国顶尖大学也毫不逊色。”

作为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施一公怎样看待当下

的低龄出国留学风？施一公认为：“低龄出国，很多情

况下是对人才的浪费。第一，中国学生在人生观、世界

观没有形成时出去，容易不适应，丧失成才的机会。杨

振宁是在西南联大读完本科出国的；今年美国科学院有

3位大陆华人入选院士，都是在国内大学读完本科后出

去的。第二，中国的大学今非昔比，中国最好的大学远

远强于美国的一般大学，比美国顶尖大学也毫不逊色。

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的本科毕业生整体水平不亚于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本科生

比哈佛大学的强。很简单，我们的基础比他们强很多，

创新能力只比他们略弱一点。”

希望学生能经常挑战学术权威、保持理想
精彩语录：“非常希望现在实验中学的学生和河南学生

要树大志，并能够保持这种理想和初衷。”

施一公表示，他希望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

经常挑战学术权威。因此，进入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本

科生，他都要亲自授课，并邀请全球名师来学院讲座，

以启发学生进行生命科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作为河南走出去的人才，施一公对河南学子有种

特别的感情。他迫切希望能有更多机会与河南学子见面

交流，给他们提供帮助，让他们少走弯路。 

（转载自《大河报》2012年6月11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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