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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何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基于对百位院士访谈文本的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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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在全球

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的重任。 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亟须寻求破解之

道。 拔尖创新人才并非指特定类型、标准统一的某类人才,而是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既响应了国家战略需求,又推动着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

体布局发展。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使用三阶段编码对 105 位院士访谈文本内容进行深度

分析,探究影响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因素,并分析其面临的 3 种现实困境:一是保障

配置有所欠缺,二是育人目标指向不明,三是评价体系不够合理。 因此,应强化前端顶层

设计、着力开展理论研究和锚定特色育人目标,以期破解我国高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过

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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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着教育数字化转型,开启了教育 5. 0 时代。 拔尖创新人才是 21 世纪社会经

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重要任务[1] ,如德国启动了“卓越倡议计

划” [2] ,日本提出了“超级理科高中计划” [3] 等。 我国也紧随世界教育变革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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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

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 [4] 。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其中关键所在[5] 。 李善廷以“高校人

才培养、科技创新、学科建设与大学发展”为主题对我国 105 位院士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将其访谈内

容整理成 104 篇访谈文本(其中吴德鑫、王圩两位院士的访谈资料共同整理在同一篇文本中) [6]1。 本

研究基于上述访谈文本,采用 Nvivo
 

14 软件进行内容分析,剖析我国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面

临的困境,寻找破解困境的策略,以期对完善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有所助益。

一、问题提出
  

从拔尖创新人才相关概念的流变及其政策背景中可以看出,拔尖创新人才着力培养的是在日趋激

烈的全球科技竞争中能够拔得头筹的创新型人才[7] 。 国外的拔尖人才培养往往与天才教育或资优教育

等挂钩,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教育,如韩国资优教育面向的是天赋异禀且需要特殊教育以开发其自然潜力

的天才[8] 。 从我国教育的人才观与发展观出发,拔尖是一个比较概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公平教育而

非精英教育,只有在整体提升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拔尖,也只有在一定基础上才能有拔尖[9] 。 “拔尖创

新人才”最早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国家为了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而

提出的特殊人才类型,要求“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

人才” [10] 。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拔尖创新人才概念的探讨逐步深入。 总的来说,拔尖创新人才并非指特

定类型、标准统一的某类人才,而是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拔尖创新人才。 他们可能是英才、天才甚至奇

才、偏才、怪才,但总归是为攻克国家重大难题、弥补社会急需并已经或有可能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

才。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拔尖创新人才,就看他是否在社会变革转型中做出杰出贡献[11] 。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响应了我国的人才战略需

求。 国家有需求,人才自当先。 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始终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稀有能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12] 。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的紧密结

合,有助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素质创新人才需求的破题之举[13] 。 其二,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推动着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布局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
人才是根本[14] 。 在教育方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本身就是教育领域的一次革新,对教学模式、协同

育人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倒逼教育改革的纵向深化。 在科技方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过程,所培养出的具有“大国担当”的“大国工匠” “卓越工程师”能够带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

创新[15] 。 在人才方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影响着国家人才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
才流动、知识共享和技术扩散变得更加迅速,各国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上呈现互相融合的态势,通
过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国家能够更好地吸引和留住全球顶尖人才[16] 。

  

拔尖创新人才内涵丰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但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目前还在持续

探索之中。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

二、文本编码与词频统计
  

明确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角色定位只是绘制了我国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应然

状态,其实然状况如何尚未得到解答。 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先剖析影响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的因素,概括出我国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面临着何种现实困境。 本研究选取《百位院士谈教

育:全 2 册》中的 104 篇访谈文本,并使用 Nvivo
 

14 软件对文本进行编码,探寻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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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揭示当前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的现实困境

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之策。
   

(一)编码过程
  

将研究文本导入 Nvivo
 

14 软件,在自动编码的基础上按照三阶段编码法对文本进行手动编码,
编码结果见表 1。

表 1　 三阶段编码结果

核心编码 轴心编码 开放式编码

显隐性保障的

供给与维护

法治框架下的政策制度调整
法律法规保障、政策匹配保障、待遇激励制度、科研诚信制度、
行政治理制度

资源配置的坚实程度
资源统筹布局、科研经费投入、经费使用管理、基础设施完善程

度、技术支持的革新、教师队伍建设

良性创新生态的营造
舆论环境、科研环境的自由度、科研诚信与道德伦理、知识产权

保护

基于全球视野

突显育人特色

全球视野 关注国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趋势、全球学术互联

话语权与话语体系 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

价值导向的正确引领 国家认同教育、社会责任塑造、响应国家和社会需求

人才培养的目标 明确办学目标、高校办学特色

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
人才通识性培养、人才个性化培养、交叉学科培养、尊重学生兴

趣、注重引导与激励、遵循教育规律、实践性育人

贯通的培养体系
大中小学的纵向贯通培养、不同类型高校的横向联通培养、高

校与社会的横向贯通培养

创新效益的

评价体系

参评内容的完善 办学特色评价、学科评价、产学研融合度

评价指标的健全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方式的更新 破除唯文章评价、成果及成果转化认定、参与国际化评价

　 　 第一阶段,进行开放式编码。 在文本中提取影响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因素的信息点进行自

由节点编码。 在此阶段,研究者分别阅读和熟悉原始文本,将具体的文本话语抽象化并标记为关键概

念,对每一个关键概念编码后进行交流,对编码进行细化或合并,形成开放式编码框架。
  

第二阶段,进行轴心编码。 将初始编码分类整合后进行二级编码,研究者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

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概念并识别出主要的类别,分析各个类别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更为紧密的轴心编

码框架。
  

第三阶段,进行核心编码。 对二级编码结果进行类属归纳,提取核心类属概念,形成三级编码结

果。 在此阶段,研究者在轴心编码的基础上识别出核心类别,这些核心类别能够解释我国高校在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影响因素,最终形成完整的编码框架。
  

研究的顺利进行需要保证研究的信效度。 为了提高可信度和可靠度,本研究采取了以下措施:一
是采用了合众对比法。 由于研究涉及大量的编码工作,本研究在正式开始编码前,参考自动编码结

果,明晰研究团队各成员对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理解,在前期的编码过程中,先分别编码然后汇总对

比。 二是进行了试编码。 在正式开始全文编码前,将一定数量的文本内容,由各成员分别对其进行编

码,在此过程中,进一步修正编码框架。 三是进行饱和度检验。 饱和度检验能够对编码分析结果的严

密性和解释力进行印证[17] 。 本研究在编码时预留出 15 份饱和度检验文献,再进行轴心编码与核心

编码,对预留文献逐一进行饱和度检验,发现并未产生新的维度,说明逐级编码的结果通过了饱和度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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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频统计结果
  

字词是文本最基本的意义单元,统计文本用词的频次,能够反映某个主题相关方面的趋势和特

点[18] 。 本研究对 104 篇访谈文本进行了词频分析,排除无关词项后,保留出现频次排名前 20 的关键

词,形成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词频表(见表 2)。

表 2　 百位院士访谈内容词频表

序号 名称 计数 加权百分比(% ) 序号 名称 计数 加权百分比(% )

1 创新 2
 

030 2. 78 11 教育 786 1. 08

2 发展 1
 

457 2. 00 12 高校 721 0. 99

3 人才 1
 

440 1. 97 13 学科 606 0. 83

4 科研 1
 

338 1. 83 14 科学 599 0. 82

5 大学 1
 

293 1. 77 15 社会 525 0. 72

6 国家 1
 

071 1. 47 16 评价 512 0. 70

7 科技 1
 

039 1. 42 17 建设 511 0. 70

8 研究
 

887 1. 22 18 技术 500 0. 68

9 培养
 

837 1. 15 19 基础 457 0. 63

10 问题
 

831 1. 14 20 成果 443 0. 61

　 　 从词频表中可以看出,“创新” “发展” “人才” “科研” “大学” “国家”等词出现频率较高,不仅凸

显了高校对于培育具有卓越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揭示了高校在适应时代变迁、回应社

会期待方面所做出的调整。 词频表中的众多词汇之间逻辑紧密关联,进一步说明了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教育理念的创新、教育模式的重构、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教育评价体

系的完善等多个方面协同努力。 此外,表中隐含的对于教育体系构建、教育模式探索以及教育质量提

升的持续关注,也体现了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领域所展现出的前瞻视野,为推动我国高校内涵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困境剖析
  

在访谈文本中,105 位院士谈及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时,从培养环境的外部支持、
培养过程的主体以及对培养成果的评价三方面或多或少地提出了个人见解,主要存在显隐性保障配

置欠缺、育人品牌打造不够以及评价体系合理性欠缺 3 种困境。
   

(一)保障配置有所欠缺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全方位的努力。 诚然,我国高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保障方面已经有

所行动,但还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 院士们对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显隐性保障不足达成了广泛

共识,并多次提出了全方位提升保障的建议。
   

1. 显性保障配置欠缺
  

要谋求人才能创新、达拔尖,必然需要辅以充分的资源保障。 基于对百余位院士访谈文本的内容

分析可知,目前在资源保障上仍存在着显性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倾斜不到位,资源浪费现象频发,不
同高校、临近学科间的资源共享生态尚待优化,各自为政的科研状态导致实验设备重复建设和同质化

竞争等问题[6]59。 在资源总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无疑将造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资源浪

费,并影响后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源保障上最重要的是

人力资源,而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又存在人才的不科学流动、部分人才持续性中转、难以形成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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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团队等问题,直接影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效果[6]412。
   

2. 隐性保障配置欠缺
  

如果说显性的资源保障问题能够通过外部措施得到及时干预,那么隐性保障则是制约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无形之手”。 相较于普通的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尤其强调学术氛围和创新成果

保护两方面。 这两方面在诸位院士的访谈文本中多次以学术环境、创新环境、创新文化、成果认定、知
识产权保护等话语加以强调,可归纳为学术氛围和创新成果保护两方面。 在学术氛围的营造上,当前

社会在整体文化氛围和创新环境的营造上还有一定欠缺,高校对颠覆性高风险创新研究的支持不

足[6]66。 潜心研究、容错试错的空间不足,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对科研氛围的感受不足,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创新发生的可能性[6]82。 在创新成果的保护上,多位院士认为创新成果的保护是一项长期性

的艰巨任务,个体层面的成果保护意识与行动仍需加强[6]661。 知识产权的维权机制也面临诸多挑战,
如维权成本高、程序复杂、耗时长等问题,使得许多创新者在面对侵权时望而却步,企业与科研院所之

间的互信受到挑战,影响创新成果的共享与转化[6]579。
   

(二)育人目标指向不明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不是简单地套用国外常用培养模式,而是要有自己的思考,从自身定位出

发。 但梳理百余位院士的访谈文本可知,国内高校在这一方面存在偏差,主要体现在育人模式的国际

化程度不足和特色育人的自信不足两方面。
   

1. 育人国际化程度待提升
  

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方面已经给予相当重视,但在面向全球视野的实践培养环节上仍存

在不足。 既然要创新,就不能关着门自己弄[6]525。 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
一方面体现在我国高校国际影响力不够,另一方面体现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不够深入。 关于前者,我国

高校的国际影响力虽然提升很快,但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社会公众的需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6]124,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级人物较少[6]255,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引才引智工作。 关于后者,高校已

然是国际交流最活跃的地方[6]15,但潜心研究和抬头远望是不矛盾的,交流合作的视野还要继续放

宽[6]525。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下,做一些客观的、深入的比

较,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还不够[6]93。
   

2. 特色育人的自信待提升
  

高校作为政府赋予一定办学自主权的主体,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内容拥有较大的决定

权[19] 。 但是,当前我国高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千校一面” [6]218。 当谈及我国高校整体在世界

范围内的育人特色时,诸位院士达成的较为一致的共识是中国的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

大学[6]151,有着与国外大学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现实情况[6]135,盲目照搬国外高校育人模式是简单的形

而上[6]302。 我们现在的确缺少应有的自信,都去一味地模仿所谓西方名校,忘了大学发展肯定不止一

条路[6]327。 正如李衍达院士所说,没有世界的眼光是不行的,但我们不能看别人的眼色创新,否则如

何才能使我们国家的研究走向新的境界[6]196? 我国高校的国际育人话语权缺失影响着高校国际形象

的塑造,不利于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引才引智品牌[6]179,进而影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三)评价体系不够合理
  

评价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成效既是对既往人才培养成果的审视,也是指引未来变革的方向。 诸

位院士在评价体系的合理性欠缺方面形成共识,并以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机制、考核体系、评判

评估等多种话语出现。 从“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视角出发,我国高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中存在

着评价指标体系不合理及评价方式不够灵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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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价指标体系不合理

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效益的评价缺少合理的指标体系这一问题,多位院士在访谈中均表达出

相同见解。 例如,刘忠范院士剖析了统一的评价体系的长短得失,认为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强调的是

评价的公平性,而不是“一刀切”的评价指标,“一刀切”忽视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差异性[6]183。 李

家洋院士指出,当前我国高校没有根据不同专业、不同性质、不同个人开展不同的评价,尤其是缺乏对

长期科研的宽容性评价,项目周期短、经费不稳定、成果产出压力大等迫使部分科研人员专做“短、
平、快”的项目,不碰“高、大、深”的科学问题[6]349。 纵览各位院士的观点不难看出,不合理的评价指

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其中潜藏着教育评价改革的巨大可能性。
   

2. 评价方式灵活性不够
  

我国高校在评价拔尖创新人才时,陷入了“唯文章”的评价误区,成果重文章、轻转化[6]488。 葛墨

林院士表示,我们几乎全民按文章评价,致使掌握基础知识的人才越来越脱离实际,甚至完全没有将

科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思维[6]680。 文章发表的刊物等级以及作者在文章中的署名位置,被错误地视

为衡量拔尖创新人才实际能力的主要标尺。 此外,“宁信洋文,不信中文”助长了近年来的科研学术

脱离中国实践[6]621,这种偏见体现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上,推崇那些以英文等外语发表的论文或研究

成果,忽视甚至贬低用中文撰写的论文的学术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科研认知的扭曲。 更

有对诸如“海归”“非海归”人才设置多重标准,以出身论人才的不良现象[6]255。 在评判人才时,过分

看重其是否拥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背景,而忽视其工作能力及对社会的实际贡献。 因此,这种相对僵

化的评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更加动态、多元和前瞻

性的评价体系来替代。

四、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提升策略
  

在深入剖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困境后,总结百余位院士的访谈经验,我们可以提炼出我国高校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3 条提升策略,即加强前端顶层设计、着力开展理论研究与提升自主育人自信。
   

(一)强化前端顶层设计
   

1. 优化各层级部署
  

顶层设计理念就是按照顶层优先、系统优化、精炼简明、实用可行的原则,对整个设计系统从最顶

层到最底层,从最高端到最低端,逐层逐级进行系统推进和建构[20] 。 纵观诸位院士的观点,发现其分

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优化顶层设计的举措。 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和管理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高等教

育发展需要全盘考虑[6]707,应当基于我国的国情,明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在此基础上确定我国大学

发展的目标和使命[6]365。 对纯科学研究,国家也要做好政策支持的顶层设计,以促进原始创新能力的

提升[6]348。 政府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真正赋予高

校办学自主权,支持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6]64。 要提高学校层面的资源配置精细度,严控增量、盘
活存量,集中资源和精力抓好高精尖[6]143。 学科布局也应加强顶层设计,鼓励交叉融合,避免学科重

复设置和建设导致不同大学、不同学院的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6]224。 除此之外,在具体落实过程

中,各个层面都应该结合具体情况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6]365。
   

2. 进行全方面谋划
  

如上所述,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完善各层级的顶层设计并形成系统性,这在多位院士的访谈

中有广泛共识。 同时,也有部分院士从顶层设计涉及的要素出发,强调在顶层设计上应全方位做出系

统性改革[6]843。 全方位的顶层设计主要涵盖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完善配置保障方面的顶层设计。 政

府应统筹规划创新保障资源的分配与倾斜,特别是涉及教育体系建设的资源分配,应试行正面、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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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制度[6]264,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等相关法规和法律援助制度。 实践证明,该方法行之有效,
要及时上升为规章制度甚至法律[6]734。 二是完善育人模式方面的顶层设计。 高校要摒弃“短、平、
快”的管理思维[6]770,提供适切的人才创新激励,并建立科研人员诚信制度,同时对人才计划也要加以

控制和限制[6]811。 三是完善评价体系方面的顶层设计。 面对各类评价评比,应出台承担顶层设计功

能的评价指导政策[6]451,对高校进行分类指导[6]707。
   

(二)着力开展理论研究
   

1. 研究保障平稳
  

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长期性。 我们的大学要有一部分人做纯理论研究,做一些非常有前

瞻性的研究[6]156。 前瞻性的理论研究需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平稳进行,要实现此目标,首先要做

到的是在科研经费支持上保持稳定。 这不仅体现在科研经费的总量上,也体现在科研经费的实际运

用上,既要把资金花在刀刃上,又要支持那些“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项目[6]349。 行政部门不应该简

单地依据排名来配置公共资源[6]783。 在创新氛围营造上也要保持稳定,正如方家熊院士所说,创新有

风险,不能不允许不成功,不能没有容错试错的氛围[6]41。 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培育创新文化,让创新

文化深植于创新的各个主体。 在对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教师和从事技术创新研发工作的教师进行考

核评价时,应该建立不同的科研成果考核标准[6]368。
   

2. 分类研究细化
  

对于推进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这一议题,诸位院士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回答,但
综合各方观点可以发现,他们都指向理论研究的深化发展方向,即既有的理论研究已涵盖广泛的范

围,但对促进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细化研究还不够,其中典型的是对评价体系的分类研究不够。
评价体系是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指挥棒,当前紧迫的任务是高校需界定拔尖创新人才的分类评

价标准,此标准可依据学科范畴、教育宗旨及社会需求等多重维度进行细化。 陈凯先院士提出,应当

改进现有的评价体系,切切实实地分类衡量学校发展,鼓励它们结合自身实际、按照自己目标特色化

办学[6]470。 即在构建学校整体评价体系时,高校应充分彰显各自的独特性与优势,并据此量身定制差异

化的评价指标框架,以确保评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应依据不同的研究性质开展分类评价,允许研究人

员自主选择最合适的评价方式[6]489,落实《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政策。
   

(三)锚定特色育人目标
   

1. 面向国际一流
  

多数院士提出,国内高校要努力营造国际化氛围,为学生提供国际化实践交流机会,强调学生国

际化实践能力的培养。 柯杨院士表示:“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环境,对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对
创新的鼓励,都会有所帮助。” [6]238 王成善院士也赞同学生应多到国外去见世面,彼此联系沟通、启迪

思想、开阔视野[6]564。 一方面,高校可组织学生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为学生提供接触国际学术动

态、与国际学术大师交流的机会。 例如,谢心澄院士认为国内应加大博士后研究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交

流力度[6]117。 另一方面,国内高校可与国外高校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学术交流

等活动,还可设立联合培养项目,允许学生赴海外高校进行长期或短期的研习或学位攻读。 例如,闫
楚良院士特别赞同自己培养的人才也可以通过后期的外派交流学习开阔视野,提升水平[6]271。 总之,
深入了解国外教育体系和科研环境,让学生在国际一流的科研环境中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实践,是我

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努力方向。
   

2. 突显特色育才
  

我国高等教育有独特的体制,不能照抄照搬国外大学管理经验,只能因地制宜,在创新中求发

展[6]264。 高校的首要任务是精准把握学校的办学特色,这是构筑其育人名片的基石。 对于如何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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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特色化育才这一问题,院士们普遍认为:在价值信念上,要坚信我们的大学不能一味地跟着国外

跑,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的一些做法和标准,必须基于国情,走自己的教育道路[6]364。 在行动作为上,要
积极参与,主动作为[6]452。 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结合自己的学科特色和

传统优势,结合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既有基础,有所侧重,不需要面面俱到、样样争先[6]60。 具体而言,
高校需深入剖析自身的学科优势、师资力量、科研实力及教育资源,从而明确在哪些领域具备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的独特优势,使其既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又契合学校实际。 正如侯朝焕院士指出的,“高

校要结合自身实际,紧密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为国家和人类社会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 [6]64。

五、结　 　 语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教育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更是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竞争态势的集

中体现,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日益激烈与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高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将面临更加

艰巨的任务与挑战。 拔尖创新人才的持续性高质量培养需要整个教育生态的持续优化,必然涉及多

方主体,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以下研究方向: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和助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如何在各教育阶段开展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和贯通培养? 新兴教育技术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存在

哪些潜力与挑战? 只有经过共同努力和持续探索,着力构建起一个更加科学、高效、开放、包容的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才能为国家发展和民族繁荣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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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build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the
 

leading
 

role
 

i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s
 

the
 

key
 

to
 

i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fierce
 

global
 

competi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cradle
 

of
 

talent
 

cultiv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However,
 

currently
 

China’ 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still
 

facing
 

many
 

dilemmas
 

in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and
 

it
 

is
 

urgent
 

to
 

seek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do
 

not
 

refer
 

to
 

a
 

specific
 

type
 

of
 

talent
 

with
 

unified
 

standards,
 

but
 

rather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industries.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responds
 

to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promot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three-stage
 

coding
 

was
 

applied
 

to
 

deeply
 

analyze
 

the
 

interview
 

texts
 

of
 

105
 

academicians,
 

explor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analyzing
 

the
 

three
 

realistic
 

dilemmas
 

they
 

face:
 

the
 

lack
 

of
 

guarantee
 

in
 

allocation,
 

the
 

unclear
 

educational
 

goals,
 

and
 

the
 

un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strengthen
 

front-end
 

top-level
 

design,
 

focu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nchor
 

distinctive
 

educational
 

goals,
 

in
 

order
 

to
 

solve
 

the
 

realistic
 

dilemmas
 

faced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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