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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寒假期间上海自然
博 物 馆 上 海 天 文 馆 特 别 火
爆。作为馆长的倪闽景每天
都会碰到许多带着孩子来的
家长。有些家长问他，怎么样
的孩子能够成为大科学家？
他的回答是：“创新没有天选
之人，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
拔尖创新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一定要很聪
明吗？倪闽景认为未必。他表
示，取得巨大成就的拔尖创新
人才，有的很聪明，有的看上去
笨笨的，但他们都有几个共同
的特质：第一特别自主，有行动
力；第二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
趣，很专注，形成了超越常人的
知识富集和能力特长；第三特
别有韧性，能坚持。无论考试
成绩好坏，都是能培养这三个
素养，这是教育真正的价值与
力量。

他介绍说，这些年，国家科
普能力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近12年里翻了3倍。大家
都很努力，比如全国政协推出
了“委员科学讲堂”，许多院士、
知名科学家带头科普；越来越
多的科学家到中小学兼职科技
副校长；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
项目化学习爱上了科学。

“未来，人工智能将让每
个人都拥有强大的创造力，让
每 个 行 业 都 变 得 像 科 技 行
业。”倪闽景介绍说，所以全球
科学教育正朝着“为创新而
学”转向。“创新来自多样的大
脑和行动，打一场篮球、练一
次合唱、做做家务、参加科创
比赛，都在塑造我们孩子多样
的大脑，增强心力、减少心理
问题的产生，都在为培养创新
人才增加可能性。”

在委员通道接受采访时，
他表示，自己想对科学老师们
说：不要光做习题、在黑板上讲
实验。实验探究才是科学课应
该有的样子，因为动手实验最
能塑造科学大脑，产生真问题。

现场，他还手口并用地做
了展示，“手是人的第二大脑，

当我握紧双拳时像不像人大脑
的两个半球？我想对孩子们
说：少打游戏多做探究，自然世
界远比虚拟世界好玩。”

他还当场在镜头前邀请大
家和他一起做个实验：把中指
和食指交叉后去摸你的鼻子。

“你会觉得自己有两个鼻子，你
肯定会很好奇地问为什么。发
现现象产生问题就是科学的开
始。所以科学教育不等于高科
技教育，万物皆可研究，哪怕是
农村地区也充满了科普资源，
每一块泥土、每一朵鲜花、每一
片晴朗夜空都是你科学探索的
好机会。”

最后，他还有些话要对家
长们说。“孩子小的时候不能光
背唐诗，也要读读科普绘本听
听科学家故事；女孩不要只玩
洋娃娃，从小给她一些科学玩
具，将来她成为居里夫人的可
能性就大大增加；您的孩子把
家里电器拆了，您要高兴才对，
因为这样的孩子现在太难得
了，当然最好在家里弄个科创
角，让他尽情地拆玩。更希望
大家多来科技馆，科技馆是激
发孩子们好奇心、想象力、探求
欲的金色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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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走上“委员通道”接受媒体采访

不要光做习题，“手”下见真知
昨天上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第三

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中
央大厅北侧举行，有记者向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提问：“哪些特质的孩子拥有科学创新的潜力？我
们的老师、家长和社会又该如何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倪闽景的回答巧
妙又风趣，“取得巨大成就的拔尖创新人才，有的很聪明，有的看上去笨
笨的。”整个采访过程不到5分钟，他却金句迭出。采访结束没多久，

“您的孩子把家里电器拆了，您要高兴才对”的相关视频已经在网络上
铺天盖地。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如何实现拔尖创新人才早期
培育，倪闽景给出了多个金点子。
他认为，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
逻辑应该是：只有教育创新，才能
培养领军人才，才能实现科技的领
先。教育跟在人家后面，人才和科
技也只能跟在人家后面，“在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需
要科学教育战略家和架构师，系统
构建科学教育的新范式，在思想方
法和实践方法上寻找到中国式突
破。建议教育部成立专门的攻关
项目开展研究。”

“站在传统文化传承与重塑的
角度，为科学精神的旺盛生命力提
供文化土壤。”倪闽景表示，科学教
育变革的核心难题是科学精神的
培养。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与时
俱进、自强不息、兼收并蓄的文明，
要发挥创新性与包容性优势，在世
界科技大发展的背景下，在中华传
统文化中注入科学精神。全球出
现过5个世界科学中心，首先涌现
的是人文和艺术的创新，包括教育
创新。如果只专注培养科学家、工
程师，就很难培育出顶尖的大家。
建议在重视科学教育的同时，加强
体育与艺术课程。

他还建议科学教育需要多样
化的行动。基础教育对创新人才
培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学生的大
脑更多样化，而不是掐尖培养。多
样化的好处是让缺点与错误也能
成为资源与优势。建议在学校里
建设更多的科技类兴趣小组和创
新实验室，在课堂里尝试使用各种
教学技术和各种教学方法。中考
高考需要设置更多样化的评价招
生方式，特别要积极采用人工智能
技术，形成新的考试内容和形式，
找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综合素养
的评估办法。

最后，他还建议加强校内外科
学教育的协同，为青少年提供更多
的空间和机会，“在校科学课程更
强调知识性、系统性和基础性，以
形成基本的思维能力；校外课程更
强调实践性、时代性与多样性，以
形成个性与特长。人的兴趣差别
实际上主要是在非正式教育中形
成的。人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并不能通过高度课程化的正规教
育实现，需要在比较宽松和相对自
由的环境里养成。建议规定中小
学生，每周都要走出校园到社会大
课堂中去调研实践；鼓励社会开展
各种科技类实践活动和比赛。”

他指出，科学发展需要质疑、敬
畏而非迷信。迷信科学、神化科学
家，对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传播
十分有害。对科学家的神化，会让
许多人认为科学家都是天才，从而
打消许多孩子们的科学家之梦。建
议要大力宣传人人都有创新能力，
宣传科学家的不畏艰险努力探索的
精神，而不是神化科学家。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倪闽
景一共提交了4份提案，其中就
有一份是关于拔尖创新人才早
期培育的。

倪闽景认为，教育系统重
视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
养，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事
情，但是许多高校参照清华

“邱班”“钱班”的方式，开始在
高中甚至初中招收所谓的拔
尖学生，集中举办少年班。甚

至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也在效
仿举办所谓的拔尖创新班，这
种情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这
种培养方法，从 1985 年 12 所
高校招收少年班开始，已经证
明 无 法 培 养 出 拔 尖 创 新 人
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扩
大，对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教学
会造成较大冲击，将进一步引
起学校和广大家长的焦虑，对
未来人才的培养产生较大的
负面影响，必须及时阻止这种
情况的扩大化。

在倪闽景看来，着力造就
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
程，但是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
认识和培养方法需要避免两个
误区。一是误认为拔尖创新人
才是天选之人，只要有适当的

方法把这些天才筛选出来，然
后进行培养就可以了。事实证
明，只要智力正常，每个人都有
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小的
时候智商超群、成绩出众，成为
拔尖创新人才的并不多。二是
误认为把超常儿童归拢到一
起，做拔尖学习和训练就能够
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实际上
多年来几乎所有集中培养的少
年班、创新班、英才班都没有成
功，其主要原因是集中培养反
而减少了人才成长需要的多样
化环境。学习的本质是塑造人
的大脑，不一样的大脑才是未
来创新的基础。培育学生们的
创新素养，不是要让学生去掌
握十分深奥的创新技能，更不
是去搞奥赛。

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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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图全国政协委员倪闽景在“委员通道”上接受媒体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