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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伯驹院士在中国数学会数学教育研讨会的发言

  姜伯驹

半个月前，习主席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又指出我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就想从这个“双循环”说起。

贸易战背后是科技战，科技战背后是人才战、教育战。人才领域和教育领域

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一直存在，大家习以为常。现在必须思考调整，并非未雨

绸缪，已是兵临城下。40 年来我国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中高端人才领域

形成了国际循环为主的格局，争取到了经济上跨越式的发展。在教育领域，

则出现了大学招生要标榜出国留学比例，人才选拔要比拼国外履历，民办中

学抢着办国际学校等偏向。现在，有人要拒发入境签证，有人要驱赶出境，

有人要脱钩。我们怎么办？除了政策上继续开拓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外，立足

点必须移到教育的国内大循环，并且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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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教育界都在谈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据报道，2005 年，温家宝

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

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接着发问：“为什

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报道中说，这是关于中国教育事

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我觉得“钱

学森之问”应该叫“钱学森之梦”。我们的学校要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大师，

生生不息，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许多人认为这

只是高等教育之痛，基础教育是好的。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教育事业之痛，

基础教育在某些国际测试中的表现往往只是“田忌赛马”式的胜利，应付考

试本来就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是“带伤起跑”的。

回顾 2000 年，我国自上而下地推行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运动，以减轻学生负担

为名，削减内容，改组体系，制订课程的国家标准，重编全套教材，俗称课标运动，

引起了教育界的一场地震。2006 年教育部召开课标修订座谈会，记得是在东北

师大，我提出过，我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一刀切。小国可以，中国这样的大国不

可以。课程标准，讲什么怎么讲全都规定了，你必须宣布这只是全国的最低标准，

决不能设最高标准，这是我当时的底线。不幸的是，20 年的实践证明我还是太

天真了。高考题目不准超标，高考不考的课堂上不教，课标就成了事实上的最高

标准。于是高三全年不学新课，复习应试；高考成绩扁平化，区分度低；大学老

师抱怨学生水平下降，不爱学习；学生被学校封闭管理或被家长半封闭管理，苦

闷疲惫。许多家长生怕学校教得太少，拼命给孩子找补习班，甚至出国读书绕开

高考，催生出中国特有的一个无比繁荣兴旺的校外教育循环。“课标 + 高考”使

高三年级蜕化变质，学业进步换成了功利操演。我们的教育体系得了梗阻病。

一方面，这损害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性格成长。中学阶段，毛主席说“恰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求知好奇热情迸发的时期，

是学会独立思考走向自信自强的时期，是创新精神与志向形成的时期。高三

正在十六七岁的金色年华，却被按下“暂停”键，戴上“紧箍咒”。求知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