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高校学子应该都会
对这两条新闻有所关注：一是
2018 年诺贝尔奖的逐步揭晓；
另一个是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将进入正式报名阶
段，238万人报名增幅创新高。

两个似乎并没有多大关联
的新闻，但对于我们的高校和
高教而言，两者是有内在联系
的。

先说万众瞩目的诺奖。这
几天随着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
等奖项的陆续揭晓，国人又开
始了对各位获奖者科研经历的
大讨论。这一次，近邻日本又
揽获一项诺奖。日本京都大学
教授本庶佑获得今年的诺贝尔
医学或生理学奖，使得近18年
以来日本诺奖得主增至18人。
平均每年一项诺奖，日本对此
似乎有如探囊取物般简单。

而同为亚洲强国的我们，
对诺奖的渴求则是与日俱增，

在羡慕嫉妒恨的同时，我们难
道不应该问问为什么吗？

2005 年因“烯烃复分解反
应”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的美国化学家罗伯特·格拉布
在谈到中国学者的学术创新时
认为，中国学者目前的学术成
就和创新关联度还没有那么
大，这主要源于他们所接受的
这样或那样的教育让他们过于
循规蹈矩；

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
的日本科学家。他提出了一个
观点：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
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
事情。他重点批评了日本的专
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
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
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
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
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
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

不同的事情......
这些并非是诺奖上的非典

型案例，而是普遍存在的观点。
2011 年因“先天免疫系统

激活”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的美国免疫学家布鲁
斯·博伊特勒认为，学校教育最
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周围事物
的好奇心，有时不要循规蹈矩
地思考问题，在科研和生活中
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也不必大
惊小怪；

2014年因发现新型节能光
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
名日本出生的科学家则是从企
业科研起步，之后进入大学成
为教授。校企合作的二元制人
才培养模式在欧美国家的实施
也不失为“叛逆人才”培养的一
种模式。而在国内，这些“学术
叛逆”行为并不被提倡和鼓励。

没错，诺贝尔奖非常青睐
“叛逆”型人才！

而在国内，家长会在稀缺

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
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短期看
起来抢到了很稀缺的学校资
源；从长远来看，反而浪费了孩
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
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
心。

别以为这一点只存在于幼
小教育，大专院校的高教也存
在类似的问题。不信问一问今
年报名考研的238万考生，到底
为什么考研就会有一个更为清
晰的认知。进而或许也可以明
白我国很难染指诺奖的根源。

一直以来，好奇心加质疑
精神，做基础研究不功利，被认
为是当代的科学精神，其实就
是成功科学家身上夜以继日努
力，必然会受到幸运女神的青
睐。当然，离经叛道的意义不
是偏离科研成才的轨道，而是
激发个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这不仅是我们的学子所缺乏的
物质，更是我们的教育机构缺

乏的认知。
多位诺奖得主的经历告诫

我们：书读得再多、学问再深，
也不过是循规蹈矩式的研究，
很难做出创新研究。

当然，当前我国大中小学
的评价考核机制也应该有相对
的改革。因为创新不是灵机一
动，更不是灵光闪烁，而是由基
础知识日积月累铺垫而成，需
要改革人才培养的常规机制，
发现和挖掘“叛逆人才”。与此
同时，我们的大中小学在面对

“叛逆人才”之时，需要防范各
种没完没了的考试扼杀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想象力。

此外，当前我国高校要更
加注意引入交叉学科的人才培
养机制。当前高校普遍沿用传
统的学科培养体系虽有改观，
但依然是大学科研的主体，而
未来的创新人才往往是交叉学
科的人才培养硕果。

（大学生科技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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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诺奖的警示：太过循规蹈矩的高教或难出大才

大学生科技报讯 又是一年考研报名
季。近年来，考研大军不断扩大，据教育部
的数据，2018年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238
万，较2017年增加了37万人，增幅达18.4%。

其中，应届考生131万人，比上年度增
加18万人，往届考生107万人，比上年度增
加19万人，考研报名的增加人数和增长率
均为近年来最高。

分地区来看，在2018年考研，多省份
的报考人数及增长率也都“破了纪录”。山
东作为生源大省，2018年考研人数达到
213803人，同比增长了14.54%，是历年来
考研人数最多的一年。再如，2018年，四川

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达11.9万人，较
2017年增幅超过45%。

有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全国考
研报名人数除了在2014、2015年有所下降
外，其余年份都有所增加，在2017、2018年
增幅甚至都在10%以上。

此外，从部分高校的招生简章来看，同
样有高校在今年进行了硕士研究生的“扩
招”。例如，厦门大学2018年招收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共计4800名左右，
2019年，该数字上升到了5000名左右。复
旦大学计划的招生人数同样从去年的5600
人左右上升至今年的6300人左右。

大学生科技报讯 10月13日，经过
5 天鏖战，2018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
大赛(简称FSCC)落幕。最终，吉林大学
吉速车队夺得全场总冠军，获20万元人
民币出国参赛大奖，并将于2019赛季前
往德国参赛。

本次大赛于10月9日在湖北襄阳开
幕，吸引了来自全国 66 所大学车队参
赛。经过设计分析、直线加速、高速避
障、耐久赛等8个单项的比赛，最终吉林
大学吉速车队夺得 2018 赛季全场总冠
军，广西科技大学、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分
别获得亚军、季军。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创立于
2010 年，被誉为“汽车工程师的摇篮”，
是一项由高等院校车辆工程或相关专业
在校学生组队参加的汽车设计、制造与
使用的比赛。各参赛车队按照赛事规则
和标准，在接近一年的规定时间内自行
设计和制造出一辆在加速、制动、操控性
等方面具有优异表现的小型单座休闲赛
车。通过 FSCC 过程的锻炼，参赛学生
能够在设计、制造、成本控制、商业营销、
沟通与协调的能力上得到全面提升，在
实践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汽车研发
工程师，实现造车梦。

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增幅创新高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落幕

近日，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文
化日活动走进埃及博物馆，以书
法、武术、剪纸等形式展示中国
传统文化。图为在位于开罗的
埃及博物馆内，开罗大学孔子学
院一名教师表演武术。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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