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拔尖创新人才对于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一大批顶尖的、各

个领域的杰出人才。然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

的科技人才队伍虽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整体创新水平偏低、高层次人才总

量偏少的问题仍十分突出。

百年清华的发展始终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

相连，始终把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作为学校的

使命与传统。近百年来，清华培养出了大批学术

大师、兴业之士和治国栋梁。当前，中国正处于

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关键时期，面向国家需求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是时代赋予清华的使命。

近年来，清华大学在因材施教和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尝试。1998年

学校开办数学物理基础科学班，目前已发展成为

数理大类培养平台，有3位毕业生获得2007年第

四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颁发的首届新世界数

学奖；2003年开办化学生物基础科学班；2005

年，人文学院开始按“人文科学实验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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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表演讲，回顾了清华大学人才培养历史及特点。

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近百年来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致力于培养学术大师、兴业之士和治国栋梁，培

养中国和世界的中坚和领导者。在人才培养上，清华大学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建校到上世纪40年代末（1911～1949年）。

在这个阶段，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典型特色是“厚基础”。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梅贻琦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近20年中，

他广结名师，给学生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和人文基础。从那时起，清华开始强调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于“专”，通识为

本，专识为末，并且开始在教育中倡导和实践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这成为了清华教育理念的重要传统。

当时，很多学生打完基础以后到国外接受高水平的教育，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到中国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个时期

清华大学培养出的杰出代表人物有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林家翘、张明觉等科学家；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专家中，有

14位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过，如赵九章、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周光召、朱光亚等；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专家，如梁思

成、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梁实秋等。可以说，清华大学在这个阶段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术大师。

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1949～1978年）。

这一时期，面对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急迫需求，清华强调“厚基础，强实践”，把“强实践”与第一阶段的“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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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实验班”两大类招生，进一步探索综合性

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2006年，计算机领域

最高奖图灵奖获得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教授姚期智先生发起并亲自主持了计算机科学

实验班。

“每一个进清华的学生都是一件难得的玉坯，

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雕琢成美玉，甚至是国宝、传

世之作。”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袁驷说。

2009年5月21日，清华大学发布《清华大学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促进拔尖

创新人才成长的若干意见》，就进一步加强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更好

更快地成长提出了25条意见。其中明确提到，

要在创新培养模式方面，总结清华因材施教的

历史经验，探索新时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和机制，实施“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激

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理想，促使优秀学生

保持“领跑”状态。

2009年秋季学期，在已有的各类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实验班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清华学堂人才

培养计划如期实施。由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

带领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固体力学专家、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郑泉水教授带领的钱学森力学班，

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带领的清

华学堂数学班，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教授带领

的清华学堂物理班成为该计划首批项目。

计划推出后，清华大学建立起科学的遴选机

制，在学生选拔、培养、评价等环节研究制定系

统化的措施，选拔最优秀的学生，配备一流的师

资，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创造一流的学术环境

与氛围，创新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充分发展，努

力使进入该计划的学生将来成长为相关学科领域

的领军人物。

此外，校方专门辟出清华建校初的著名建

筑——“清华学堂”作为该计划的实施基地，使

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

清华学堂是清华建校之初的校名，蕴含着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是清华学子心目中的神圣

殿堂。以此为名进行新时期的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清华大学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按照计划，今年秋季学期，清华学堂人才培

养计划将新开设两个班级——由长江学者、“千

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施一公教授带领的生物班

和由中科院院士张希教授带领的化学班。清华学

堂人才培养计划的力度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2010年6月6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将人才培养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提

到了新的战略高度。这恰恰印证了清华大学出台

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前瞻性。清华大学也将

为培养更多拔尖创新型的领军人才，做出更多努

力和更大贡献。

有机结合，使广大学生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脱颖而出。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提出，大学教育不仅要给学生干粮，更要给

学生猎枪，让学生自己具有获得干粮的工具和本领。学校要求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工商设计的实

际领域，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由于院系调整，那个时期的清华主要以工科为主，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事实上它也是中国教育、科学、产业和政府

领导者的摇篮。今天，有四分之一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五分之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清华的校友，他们中大部分是那个时候培

养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清华人才培养的特色进入到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今）。

特别是进入到新世纪以来，面对激烈的国际与人才竞争，在过去的“厚基础、重实践”之上，“求创新”成为时代提出的

突出要求，也是清华即将进入新百年时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清华大学主张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在创新的实践中培养并成长。从机制上看，就是要努力将学校具有的多方面的办学优势

转化为人才培养的资源，服务于对学生进行创新性实践教育，把学校能够利用的所有优势资源都转化为培养学生的资源，转化

为提高教学质量的资源。2009年清华大学出台的“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即是清华大学总结自身因材施教的历史经验，探

索新时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的一次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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