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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理科教育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关键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文章分阶段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高等理科教育的规模变化和改革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等理科教育应处理好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基础理科

与应用理科的关系、理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全体理科学生与拔尖理科学生的关系，努力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适应性强

的高等理科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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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理科教育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关键基础，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018 年，全国共 889 所高校设置了理

学类本科专业，理科本科毕业生 255595 人、招生 295683 人、

在校生 1135022 人［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理科教育

经历多次改革，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高等理科教育体系，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理科教育的规模变化

( 一) 理科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不设专业，1952 年开始设置

本科专业。1953 年年初，全国高校共设置本科专业 215 种，

其中，理科 16 种［2］，年招生量 5000 人左右，从而形成了我国

高等理科教育的初步规模。1953 年以来，我国分别于 1963
年、1984 － 1988 年、1993 年、1998 年、2012 年五次发布修订版

的专业目录，高等理科教育的专业设置情况也在随之变化

( 见表 1) 。
表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理科专业设置数据表

年份 专业种数
理科专

业种数

理科专业

种数占比
1963 年 432 36 8． 3%

1984 － 1988 年 642 70 10． 9%
1993 年 504 55 10． 9%
1998 年 249 30 12． 0%
2012 年 506 36 7． 1%

数据来源: 廖茂忠． 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与发展研究［M］． 北京: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 －20( 表1 根据该书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1． 1953 － 1963 年理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

在院系调整初期，一般由高校自行设置理科专业。1953
年 9 月，第一次全国综合性大学会议召开，讨论了综合大学

的办学任务、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等问题。会

议提出，要依照国家建设需求，结合各校实际设置综合性大

学的理科专业。1962 年 6 月，在全国高校理科教学工作会议

上，提出综合性大学要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情况设置专

业，口径适当放宽，对于计算数学、原子核物理等新发展的学

科，只宜在少数学校设专业，在其他学校可设专门组。1963
年 9 月，教育部发布高校通用专业和绝密、机密专业目录，共

设本科专业 432 种，其中，理科 36 种。
2．“文化大革命”期间理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停办了大批专业，很多理科专

业被取消或“理向工靠”。工科院校中部分偏理的专业被取

消。
3． 1978 － 1988 年理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

1978 年，教育部成立高校专业调整办公室，组织高校专

业调整工作。1979 年，教育部召开教育部属综合大学理科专

业调整会议，提出理科专业调整需要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一

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并参考国外经验，要发挥自身特色; 二

是要根据国民经济和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结合

学校实际谨慎调整理科专业，避免大幅调整; 三是明确重点

综合大学理科专业应着重培养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和科学实

验人才; 四是重点综合大学理科要着重办好基础学科专业，



同时也可以有选择地设置应用学科和技术学科专业。1986
年 2 月，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大学成立理科专业目录研究小

组，研究提出理科专业目录修订方案。1984 － 1988 年，教育

部陆续颁布了新一轮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其中，《普通高等

学校理科本科基本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理科本科基本

专业目录实施办法》于 1987 年颁布，将理科专业调整为 14
类、70 种，设有 15 个专门方向和 10 种试办专业。

4． 1989 － 1993 年理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

为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教委自 1989
年起进行第三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并于 1993 年正式

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 1993 ) 》，共设本科专业

71 类、504 种，其中，理科设 16 类、55 种本科专业。
5． 1994 － 1998 年理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

针对 1993 版专业目录存在的专业划分过细、专业口径

过窄等问题，国家教委于 1997 年启动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

修订工作，并于 1998 年正式公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 1998) 》，共设 71 类、249 种本科专业，其中，理学门类下

设 16 类、30 种专业。
6． 1999 － 2012 年理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

进入 21 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和本科专

业设置提出了新要求。教育部开展新一轮专业目录修订工

作并于 2012 年 9 月 颁 布《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 目 录

( 2012) 》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共设 92
类、506 种本科专业，其中，理学门类下设 12 类、36 种专业。

7． 2012 年以来理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

2012 年以来，在 2012 版专业目录的基础上，我国高校根

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先后增设了能源化学( 化学类，2015
年增设) 、整合科学 ( 生物科学类，2016 年增设) 、神经科学

( 生物科学类，2016 年增设) 、系统科学与工程 ( 物理学类，

2017 年增设) 、数据计算及应用( 数学类，2018 年增设) 、防灾

减灾科学与工程( 地球物理学类，2018 年增设) 等理科专业。
( 二) 理科本科生招生规模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2002 － 2018 年的教育统计数据显

示①，近 20 年来，高等学校理学本科招生人数总体呈现下降

趋势。2002、2003 年理科本科招生人数分别为 19． 2 万、22． 0
万，占当年本科招生总人数的比例均为 12． 1% ; 2010 年理科

本科招生人数 34． 5 万，占当年本科招生总人数的比例为

9． 8%，并且从 2010 年起至 2018 年理科本科招生人数占比

均低于 10% ; 2012 版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后，部分理科专业调

整至工科等其他学科，理科教育的本科招生占比进一步下

降，2015、2016、2017、2018 年理科本科招生人数分别为 27． 4
万、28． 2 万、28． 8 万、29． 6 万，均占当年本科招生总人数的

7． 0%。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理科教育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理科教育主要经历五个阶

段，通过不断摸索和实践，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高等理科

教育体系。
( 一) 高等理科教育制度的初步创建期( 1949 － 1952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 1949 年

12 月召开，会议提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取

旧教 育 的 有 用 经 验，借 助 苏 联 经 验，建 设 新 民 主 主 义 教

育”［3］。1950 年 6 月，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召开，研究

制定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等文件草案，明确了高等教育的

性质、宗旨与任务，规定了高等教育的修业年限、教学内容和

方法以及领导管理体制，标志着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初步建

立。具体到高等理科教育，这一时期推进了两项重要工作。
1． 成立高校理科课程改革委员会

课程改 革 委 员 会 编 制 并 发 布 了 理 科 相 关 课 程 草 案。
1950 年 9 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草案》，这是新中国

第一份科类比较齐备、全国统一执行的课程标准，其中，与理

科相关的课程草案由华罗庚、钱三强、李四光、竺可桢等科学

家参与编制，体现了实践性、科学性和政治性原则，成为各学

校开设理科相关课程的参考。
2． 成立高校理科教材编审委员会

1951 年，教育部成立理科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调研、搜
集国内外高校教材，拟订编辑和翻译计划，审查、编译有关教

材。
( 二) 基于苏联经验的高等理科教育探索期( 1952 － 1957

年)

1952 － 1957 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

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对

全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分步骤的院系调整［4］。同时，按照

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具体到高等理科教育，这一时期主

要的改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在院系调整中加强理科教育

此次院系调整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对北京大学、南开大

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综

合性高校进行调整，调出这些学校原有的工、农、医等学科，

加强了文、理学科，形成 14 所文理结合的综合大学，高等理

科教育在这些综合大学中形成了明显的学科优势并延续至

今。例如，北京大学理学院由原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

大学等三校的理学院合并而成，形成了理科的学科优势。如

今，北京大学理学部仍具有强大优势，数学、物理学、化学、地
理学、大气科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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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中结果为 A +。
2． 明确了高等理科教育的目标

理科教学研究会于 1953 年召开，会议指出要建立精深

的理科专门化教育，培养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科学实验和

教学人员，这成为我国高等理科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
3． 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理科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1952 － 1955 年，高等教育部先后组织制订本科及专科教

学计划 193 种，其中，理科 11 种［5］。专业教学计划规定了培

养目标、修业年限、学时、课程设置、考试和毕业设计时间等

内容，成为教学工作的“大法”。1955 年 6 月，教育部发布相

应的理科教学大纲，规定了各门课程的性质、任务、讲授内

容、学时分配等内容，作为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
4． 翻译编写了一批高等理科教育教材

1952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

的暂行规定》，建立教材编审处，组织高校教材编译工作，推

动高校有计划地翻译一批苏联高校教材。到 1954 年年底，

共翻译出 版 苏 联 高 校 教 材 558 种，其 中，理 科 129 种［6］。
1956 年，高等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教材编写暂行办法》，提

出要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编写符合我国高校实际的教材，

理科教材工作的重点由翻译苏联教材转向自编教材。
5． 建立了理科教育教研室

我国借鉴苏联经验，组织一门或几门相近理科课程的授

课教师建立教研室，共同实施教学计划、选用和编写教材、研
讨改进教学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教学质量。

在这一时期，通过苏联模式的引进，基本构建了我国高

等理科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教学和科研人才，但也存在基

础与应用脱离、教学计划统得过死等问题，还不能完全满足

社会人才需求。
( 三) 高等理科教育的调整与曲折前进期 ( 1958 － 1980

年)

从 1958 － 1980 年的二十多年间，我国以构建中国特色

的高等理科教育体系为目标，在不断探索和调整中曲折前

进。
1． 1958 － 1960 年的高等理科教育

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掀起了一场“教育

革命”，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展红专大辩论; 采

取“三结合”( 领导、教师、学生) 的模式编写高校教材; 强调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办各类工厂;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开办一大批高校等。虽然这次“教育革命”出现了浮夸冒进

等问题，但高等理科教育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一是在一

定程度上纠正了前一个时期理科教育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

际的问题。如部分综合大学的理科系创办了结合专业的工

厂，为师生参与生产实践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

理论与应用脱节的弊端。还有部分高校探索建立了教学、科
研、生产结合的模式，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如北京大

学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完成多肽牛胰岛素人工合成、清华大学

研发小加速器等。二是创办了一些高水平的新型学校，推动

了高等理科教育的发展。如 1958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旨在促进教学与科研一体化建设，推动大学和科研机构

合作培育科学技术新生力量，使国家的科学技术迅速赶上先

进国家水平。依托“系所结合”办学模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汇聚了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一批杰出

科学家亲自授课，把科技前沿介绍给学生，保证了高起点、高
水平教学。

2． 1960 年后高等理科教育的调整

1962 年 6 月，教育部召开全国理科教学工作会议，会议

提出了综合大学理科专业设置的基本原则( 如拓宽专业范围

等) ，修订了适用于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的六个专业的五年

制教学计划。会议提出，高等理科教育要根据《高教六十条》
精神，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贯彻“少

而精”原则，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

练，培养教学、科研人才及其他工作者。在教材建设方面，教

育部于 1961 年发布《关于解决高等学校理科各专业全部课

程及工科各类专业基础课程和共同的基础课程的教材问题

和计划》，提出要“未立不破”，在解决教材缺乏问题的基础

上逐步提高质量。1963 年，教育部成立“数学、力学、天文，

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学、地质学”等五个理科教材编审委员

会，聘任苏步青、唐敖庆等人为相关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加强

理科教材建设工作。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等理科教育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正常教学运行被迫停止，高等

理科教育体系和秩序遭到破坏，但仍有很多高校干部和教师

努力在逆境中为高等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如北京大学周培

源教授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指

示，撰写《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论述了理

科的内容、理与工的关系、理科的培养目标等问题，对理向工

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替代实验教学等倾向进行了分析

批驳。
4． 高等理科教育秩序的恢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等教育战线面临拨乱反正、恢
复和发展教育秩序的任务。具体到高等理科教育，主要包括

两个关键事件: 一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1978 年 3 月) ，会议

明确了科学和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提

出要培养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培养世界一流的

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在科技发展方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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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极大鼓舞了科学与教育战线。二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召开( 1978 年 4 月) ，提出要整顿学校秩序、集中力量办好一

批重点学校、开展科学实验加强科学研究、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原则、大力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等八个问题。会后，教育部

于 1978 年 9 月发布《关于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工作若干问

题的意见》，进一步推动了高等理科教育的秩序恢复和制度

重建。
( 四) 高等理科教育的初步改革期( 1981 － 1989 年)

20 世纪 80 年代，高等理科教育重点在专业结构、课程内

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并通过较大规模的毕业生去

向调查、人才需求调查进一步明确高等理科教育的目标。
1． 课程教学改革

国家教委于 1985 年在沈阳、西安、杭州召开理科教学改

革交流会，32 所综合大学交流了在教学制度、课程内容、教学

方法等方面的改革进展和经验。从 1985 年开始，国家教委

推动有关高校在数学、物理、化学等三个学科领域进行课程

结构、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探索，发布《关于物理学专业本科教

学改革的问题及建议》《综合大学化学系教学改革和课程结

构研究会议纪要》等指导性意见。1986 年 3 月，国家教委委

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研究制定理科应用数学、应用化学类

专业的业务规格和教学基本要求。
2． 开展理科毕业生去向调查和人才社会需求调查

为研究理科培养目标，国家教委从 1985 年开始，对 27
所综合大学 1977 － 1982 级理科毕业生去向做了统计调查。
1988 年，国家教委组织和委托 5 个省教委和 14 所高校进行

了理科人才社会需求调查，形成《关于理科人才社会需求和

深化理科教育改革问题调查研究综合报告》。
3． 出台高等理科教育改革的初步意见

在理科毕业生去向和人才社会需求调查的基础上，国家

教委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加强、改革高等理科教育的意见》
( 征求意见稿) 并于 1988 年 11 月在杭州召开理科改革座谈

会，提出我国高等理科教育的奋斗目标是“到 20 世纪末，初

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基本国情、适应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

和 21 世纪需要的，强化基础、注重应用、规模适宜、水平较高

的高等理科教育体系”［7］。高等理科教育既要进一步加强

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员培养，也要注重培养具有良好科学

素养的应用型理科人才，还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适当

控制高等理科教育规模。
( 五) 高等理科教育的改革深化期( 1990 年至今)

1． 兰州会议召开

1990 年 7 月，国家教委在兰州召开全国高等理科教育工

作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理科教育的里程碑事

件。会议总结了高等理科教育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当前面临

的新形势，明确了高等理科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深

化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8］。会后，国家教委于 1990 年

10 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高等理科教育的意见》，明确了理

科教育的地位、目标、原则等，提出控制规模、保护基础、加强

应用、分流培养等原则，进一步深化了高等理科教育改革。
2． 成立理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国家教委于 1990 年 12 月将原有的十个高校理科教材

编审委员会改建为七个高校理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

“教指委”) ，并新建高校环境科学教指委。八个教指委分为

委员会和教材建设组，委员会由各教材建设组组长和部分专

家组成，对高校理科教育教学工作开展咨询和指导。
3． 实施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于 1994
年启动。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制定和实施“高等理科教育面

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计划”的通知》和

“计划项目指南”，并选定 27 个理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大项目，重点在人才培养目标、规格要求、课程体系设计等

方面进行了研究［9］，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理科教学改革

的良好局面，推动了教学质量的提升。
4． 建设一批国家理科基地

根据《关于深化改革高等理科教育的意见》要求，国家教

委于 1992 年发布《关于建设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

人才培养基地的意见》，先后建立了 121 个国家理科基地，着

力为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培养、输送高质量人才。教育部、
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1996 年设立，截至

2013 年 12 月，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共支持 156 个条

件建设项目、205 个科研训练项目、27 个野外实习基地项目、
24 个特殊学科点人才项目、73 个师资培训项目［10］( 2014 年

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资助结构和政策进行了部分调

整，取消了该基金) 。理科基地在办学条件、生源质量、师资

素质、教育教学水平、学生科研能力等方面都有大幅提升，理

科基地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为我国高等理科教育内涵

建设、培养基础学科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11］。
5． 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09 年，教育部与中组部、财政部共同启动“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以下简称“拔尖计划”) ，依托国家青年

英才培养基地，布局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目前，“拔

尖计划”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20 所重点大学的数学、物
理学、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方向进行试点［12］。
十年来，各试点高校积极探索和实践，建立拔尖人才培养试

验区，吸引一流学生、配备一流师资、创设一流条件，探索了

选鉴结合、动态进出的拔尖学生选拔方式，形成了导师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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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化、个性化、国际化的“一制三化”培养模式，带动了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改革。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2019 年 5 月，“拔尖计划”支持本科生 9800 人，已

毕业 5500 人，其中，98% 的毕业生继续攻读研究生，48% 的

毕业生进入世界前 50 名( 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的学科继

续深造; 首批 500 名“拔尖计划”毕业生中已有 2 人已入选中

组部“青年千人计划”，40 名学生已获得世界一流大学教

职［13］。“拔尖计划”学生展现了对基础学科研究的坚定志

趣，正在成为一流大学或学科的优秀种子人才，呈现出成为

未来科学领军人才的潜质。
此外，以“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 2000 年启

动)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2007 年启

动) 、“本科教学工程”( 2011 年启动) 等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工

程为载体，高等理科教育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条

件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关键举措，推动高等理科教育实

现大幅跃升。

三、对我国高等理科教育的若干思考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给全球发

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我国的高等理科教育需要持续改革和探索，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应研究和处理好以下四对

关系。
( 一) 人才培养规模与社会需求的关系

科技发展需要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有力支撑，基础

学科不稳固，就会造成科技发展后劲不足，无法在关键问题

上取得持续性突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重视基础理科研

究和人才培养。例如，作为世界科技强国，法国 2000 － 2015
年基础研究经费占 GDP 的比重持续稳定在 0． 5% 左右［14］。
近年来，我国理科招生规模占比逐年下降，应引起高度关注，

要探索建立常态化的理科人才社会需求调查，综合研判社会

人才需求、毕业生就业等问题，保持适度的高等理科人才培

养规模，确保理科教育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 二) 基础理科与应用理科的关系

在我国高等理科教育体系中，应用理科专业约占理科专

业种数的 70%，如何处理好基础理科与应用理科的关系是提

高高等理科教育质量的重要课题。
1． 科学分流

兰州会议提出要按照基础理科和应用理科进行人才的

分流培养。具体采取“两级分流”的办法: 一级分流是按不同

性质的专业实行分流培养，将理科专业分为基础学科类以及

应用理科和技术科学类专业，前一类兼顾培养基础性和应用

性两种业务规格的理科人才，后一类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

二级分流是指基础学科类专业，要在前期加强共同的学科基

础，后期按基础性和应用性两种业务规格分流培养［15］，这一

分流原则在今天的高等理科教育改革中仍然适用。此外，也

应鼓励综合性大学、行业特色高校、地方高校等不同类型的

高校合理定位、分类办好理科教育。
2． 保护基础

依托“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等人才培养项目，吸

引优秀学生投身基础理科的学习和研究，为基础理科的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创设良好氛围。在应用型理科人才培

养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基础，培养学生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分

析能力，提升处理应用性工作的基本功底。
3． 加强应用

要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推动基

础理科和应用理科紧密互动，积极开拓基础理科的应用方

向，强化产学合作，搭建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服务现实生产力

的桥梁。设计具有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的应用性课程，使

应用方向真正落到实际的教学活动和实践环节中，培养基础

宽厚、适应范围广、应用开发能力强的应用型理科人才。探

索应用性理科专业认证，为理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提

供保障。
( 三) 理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1． 加强与工农医经管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高等理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为

工、农、医等应用学科教育提供基础课程体系和知识基础，高

校应促使科学技术一体化，培养理科基础知识扎实、具有一

定的工( 或农、医、管、经等) 应用领域基础知识、实践应用能

力强的复合型人才。
2． 加强与文科的交叉融合

一方面，要加强理科学生的人文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

精神、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另一方面，要加强人文社

会科学专业学生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使其领会科学精

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升科学素养。
3． 开辟新的学科领域

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契机，打破

院系和专业壁垒，注重理科与工、医、农、文等学科间的交叉

渗透，从原来的基础理科中衍生新的应用学科、技术学科，为

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领域、新方向。
( 四) 理科全体学生与拔尖学生的关系

在新时代背景下，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已经成为各国竞相

争夺的战略资源，培养拔尖人才已是各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共同战略选择。国外研究

型大学也普遍通过荣誉教育等形式，为拔尖人才配备丰富优

质的教育资源，实施国家战略性精英人才储备项目，培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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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各领域主动创新、引领发展的领军人才。基于“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前期探索，教育部于 2018 年发布

《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 0 的意见》，形成了

拔尖计划 2． 0 的顶层设计。2019 年 8 月，教育部正式发布两

项关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拔

尖计划 2． 0 工作部署，提出今后三年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的建

设规划。应通过拔尖计划 2． 0 做好领跑，让拔尖学生为所有

学生领跑，让拔尖计划为整个理科教育领跑，推动高等理科

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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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Higher
Science Education Reform since 1949

HAO Jie
(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Higher scienc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t is also an impor-
tant fact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and it h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science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proposed that higher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ocial need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ndation and applica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students and top students，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science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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