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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主招生和强基计划选拔考试中的创新能力研究
牛相燕

（邯郸市第一中学，河北 邯郸 056006）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信息化飞速发展，科

技和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知识更新层出不穷，科技创新日新月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人才。”高中是学生

创新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学生创新意识的激发、批判性思维

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高校招生推

出的强基计划和以前的自主招生都突出强调了学生的创新潜质和

创新能力。本文通过分析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现状、意义和大学

要求，对高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进行深入研究，为创新人才培养

提供参考。

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意义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大的历史变革

都是以创新科技发展，提升科技水平为基础的。当前我们正处在

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创新教育要开阔眼界思路，创

新管理理念，提升战略思维，重视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促进

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指出，高校录取要“关

注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为高中阶

段的创新能力培养指明了方向，必将为国家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

二、大学自主招生和强基计划对创新能力的要求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新时代教育需

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也是深化教育改革的目的所在。大学教育的

根本任务是推进个性化培养，弘扬科学精神和创业意识，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

自主招生和强基计划是落实国家人才强国战略，选拔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的重要策略。自主招生自 2003 年实施以来，在扩大高

校自主权和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我国除

高考以外的重要人才选拔方式。各高校在自主招生简章中围绕学

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要求设定报名条件，为国家选拔培养了大批

具有创新能力和学科特长的优秀人才，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

展。虽然自 2020 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但新推

出的强基计划，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逐步形成基础学科拔尖

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有效机制。强基计划就是要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加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为国家关键领域输送更多

高素质后备人才。

三、高中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现状

高中是人生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是“三观”形成，走向社会

的关键时期。高中时期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有的学校一味的追

求升学率，而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素质的发展。在对由中国科协、

教育部和科技部等九部委主办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三届

（第 32 届、第 33 届、第 34 届）中学组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

项目一等奖获奖名单的分析中发现，各省级行政区域成绩分布非

常不均衡。在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中只有 24 个区域的中学组

代表队学生在过去三年里获得过一等奖。一等奖个数前五名的省

级行政区域分别是北京 26 个、上海 16 个、浙江 14 个、广东 11

个和福建 9 个，五省市共计 76 个一等奖，占到中学组全国一等奖

总数的 53.9%，具体数据如下：

表 1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三届中学组创新成果

一等奖名单分布表

省份 32 届 33 届 34 届 总数 排名 比例

北京 7 10 9 26 1 18.44%

上海 7 6 3 16 2 11.35%

浙江 4 4 6 14 3 9.93%

广东 5 0 6 11 4 7.80%

福建 3 3 3 9 5 6.38%

前 5 个省级区域小计 26 23 27 76 53.90%

安徽等其他 29 个省

级区域小计
20 25 20 65 46.10%

合计 46 48 47 141

从这样的数据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各区域对中学阶段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非常不均衡，29 个省份的获奖总数额还达不到全国

的一半，因此，大多数省份的学生中学阶段的创新能力培养工作

还有待加强。

四、如何培养中学生的创新能力

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需要我们从系统上、流程

上和方法上明确要求，建立完善的培养体系。

一是激发学生创新的动力。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采取个性化、

多元化培养模式，激发学生创新的主动性和好奇心，引导学生学

习基本的求证和实践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质疑精神。

二是打造充满创新思维的课堂。改变传统观念，鼓励学生质

疑问难，让学生在质疑、解疑中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通

过探究式和互动式教学，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三是为学生提供创新的环境。营造创新的条件和氛围，使学

生通过创新实践验证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体现学习的主动建构性、

社会互动性和情境性，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能力。

五、结语

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关系着科技的进步和未来的

发展，关系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复兴大业。高中阶段是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教师要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学习

的促进者、课程的建设者和创新的推动者转变。我们要坚持走创

新之路，为学生的长远发展铺平道路，为国家培养更多具有创新

能力的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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