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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科研人员，研究半导

体物理，这几年也在大学里教物理

课，对物理学科的发展很关注。最

近浙江省民间舆论与官方舆论围绕

高考选考特别是物理学科发出各种

声音，作为长期和物理学科打交道

的我，想从学科本身谈谈自己的看

法，希望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选考

制度的制定者都能有所思考。

本次争论的焦点无非是两个关

键词：物理、高考。众所周知物理

学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的方法、改

造世界的工具，而高考既是国家选

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个人追求

幸福的重要途径，两者重要性都是

不言而喻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物理学科。

物理学是科学技术的基础。任

何现代化国家绝不能放弃，甚至决

不能使其边缘化。回顾历史，从鸦

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的

艰苦斗争告诉我们，单靠儒家文化

的温良恭俭让挡不住西方文明的船

坚炮利，落后就要挨打，救亡图存

离不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科

学技术，特别是物理学的重要性(雷

达和原子弹都是物理学的成就)，在

前三十年里集中力量建设基本的工

业体系、成功研制了以“两弹一

星”为代表的国防利器，彻底保证

了中国的生存权，这当然离不开众

多科研人员特别是理工科人才的巨

大贡献。新中国的创业史告诉我

们：中国梦的实现一定离不开科

技，只有科技腾飞，才能让中国梦

插上翅膀飞得更高。

物理学科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基

石。据了解，2017年在浙江招生的

1368所高校，选考了物理就可以报

考 91%的专业。从这个数据可以清

楚地看到，国家对物理学科和物理

人才的重视不言而喻。想要到好的

大学，或者说想要成为中国科学技

术的建设者，想要在理工科方面有

所成就以期改变个人命运，不学物

理恐怕是不行的。有些人认为，高

中不学等考上大学再学也一样。但

是，作为长期在大学从事物理教学

的我要说，这样的选择最好不要。

大学不是专为浙江考生开设的。即

使你利用课余时间补习高中物理，

但是你损失的将是别人用同样的时

间学习了更高更前沿的知识，而你

却在不断追赶中处于落后位置。

选考了物理就可以报考 91%的

专业，从这个数据中我们就能看到

国 家 想 要 引 导 什

么 。 那 么 以 此 推

论，需要什么是不

是就应该考什么？

高考这根指挥棒是

否应该围绕国家的

需要来设定？学生

的学习方向是否也

应该按照未来发展

的道路来思考呢？考上大学并不应

该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应该是每

个人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国家的需

要就应该是个人努力的方向。这才

是高考制度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

改革引起如此大争议的原因所在，

但是不是各方都意识到了呢？

物理学科是中学阶段重要的课

程之一。从教学的角度来看，我个

人认为中学里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语

文、数学和物理。这并不代表其他

学科不重要，只是我认为这三门课

程教给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物理

告诉我们如何抓住主要矛盾、构建

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模型并对其进

行定性的分析；数学给了我们定量

地描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语

文则是教会我们如何与别人交流，

告诉他们问题是什么、困难是什

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说理工

科课程的评判标准比较客观，文史

类的相对就比较抽象。另外，中学

时期也是青少年心智发展的重要阶

段，逻辑思维或者理工科思维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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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非常重要，如果等到大学再补

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有些太晚

了。物理学不好，理工科思维不健

全，将很难在科技界和工业界谋职。

其次，我们再看看科技人才的

流向。“收割”人才、“掐尖”现象

将长期存在，所以必须大面积的培

养储备人才。中国教育一直面对着

一个巨大的问题：国家建设需要

人，需要有知识的人，但是人才好

不容易培养出来了，还有其他国家

虎视眈眈地盯着、很轻松地就“掐

尖”了。发达国家很重视“收割”

中国人才，可是我们又不能限制人

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如果我们精

雕细琢地慢功出细活，那么绝对赶

不上别人“掐尖”的效率，必须要

以大水漫灌的方式进行大面积培

养。如果变成了只有学霸学物理，

这些人你能保证会留下来吗？能保

证不被“掐尖”吗？所以应该尽量

杜绝这一现象的发生。但是反过来

看，“收割”和“掐尖”从侧面证

明：我们国家的中学教育是相当成

功的，发达国家们要是干得更好的

话，也不用来中国“掐尖”了。作

为选拔性考试，高考在总体上也是

成功的，为高等教育提供了足够的

生源，被外国挖走一些以后还能留

下来许多。所以作为高等教育来

说，培养的基数大，西方国家的胃

口小，最后还是留下了相当数量的

人，而正是这些人成了国家经济建

设的主力军。除了

“跑了”的和高考前

“填鸭式教育”毁掉

的，应该还有一多

半人算是顺顺利利

地按照目标培养出

来了——这个目标

就是为中国的经济

建设和国防服务。

剩下的一半人里可能出不了诺贝尔

奖什么的，但诺贝尔奖真的不能算

是国家目标，这个目标太小了，设

计高等教育策略的时候根本不可能

考虑这种小概率事件。至于有些人

说，高考还不够公平、高等教育也

不够公平，我只能说，这样的高级

公平目前还真的不存在，谁也没办

法实现。

第三，高考改革是一场多方的

博弈。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我

认为这是复杂的问题，但是也很简

单。说复杂，因为这件事涉及到几

个方面：学生(及家长)、高中(及老

师)、大学和国家。每方都有自己的

利害考虑，都有自己的应对措施

——这就是所谓的多方博弈。说简

单，只要大家不只是坚持自己的利

益最大化，而是相互理解、相互体

谅、共同努力，还是可以让大多数

人能够接受的。

从国际形势上看美国独霸的局

面正在消解，中国要伟大复兴，什

么最重要？人才。中国不仅要为自

己的发展培养人才，还要为全世界

贡献人才，所以我们的妙法就是灌

水也就是广种薄收。

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性的手段来

看，基本上也完成了预期目标。可

是我们发现，高考这根指挥棒的作

用太大了，指挥力太强了，你考什

么我就学什么，而且考上了以后再

也没有调控手段了，与之相对应的

是名牌大学名气太大，太厉害，结

果就是清北复交“躺赢”，把好学生

都吸引过去了。

这样就麻烦了。因为对于国家

来说，重要的是保证每个领域、每

个行业将来都有能干的人做事情，

而且还要保证国家有的挑，也就是

说，每个领域都得有人学、有人

干，而且还要超过别人“掐尖”和

自己“掐尖”的总量。所以要想办

法尽可能巧妙地增大随机性，这样

就可以保证谁“掐尖”都要付出更

多的代价。目前的考试选拔制度，

其实是经过考分加权的随机抽取制

度。如果采用抽签制度，就是完全

的随机；如果完全依靠考分，就没

有随机。在考分加权的随机抽取制

度里，考分越高，被录取的几率越

大；考分接近，录取的几率也相近。

之所以考生和家长会有疑议，

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制度简直是没

有道理，完全否认了个人的努力

——严格地说，是部分地否认，因

为成绩越好录取几率越大，还是承

认了个人努力的，但是，人都是喜

欢极端的，不如自己的意，就是完

全不好。

但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这

种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个人奋斗

不能完全否认，而严格排序是不可

能的、选拔也是有成本的，未来从

事的工作与选拔性考试的具体内容

关系不大，但各个专业都要有人去

做，而且水平不能太差。也就是

说，宏观调控关注的是，采用适当

可控的成本，实现总体人才培养的

全面布局和均衡发展，他并不在意

具体哪个人去哪个学校、选择哪个

专业。

显然，应试教育会降低选拔性

考试的随机性，但是应试教育有滞

后性，所以，宏观调控者每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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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要改变考试规则。

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高

考改革了。任何衡量标准变成指标

以后，就会逐渐丧失衡量的准确

性，所以要变、要改革。同时，需

要能干的人来做事情，这是永远不

变的，要万变不离其宗，缺什么就

补什么。

现在的高考改革，可能各方在

理解上有偏差，但是从执行的效果

来看，确实让人感觉不像以前那么

重视理工科了。这次浙江高考物理

选考就是一个信号，我觉得这个信

号非常危险。要知道自中国“入

世”以来，经济发展得一直很好，

长年保持高增长率，挺过了2008年

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GDP产值

超过日本达到了世界第二，但绝对

不能说是“躺赢”，稍不小心就会跌

倒，甚至爬不起来。这个时候在人

才培养环节中出现了这种危险信

号，一定要引起重视。要想在国际

竞争中保持领先，理工科教育特别

是物理的教学绝对不能放松。

至于说现行的赋分制度让考生

不敢选择物理，因为同样甚至更多

的付出可能得到不均等的回报，我

觉得政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赋分

制度进行适当调整。比如说，如果

报考人数少于 5万人(随便说个数而

已)，那么就用 5万人作为赋分基准

人数，而不是实际报考人数。这样

还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高考指挥棒

的作用。在目前这个时期，任何无

视乃至否认高考指挥棒重要性的行

为，都必然要遭受现实的反击。

最后郑重呼吁：高考改革一定

要慎重，物理教学绝不能放松！

后记 这篇文章是 10 月初写

的。11 月底，浙江出台深化高考改

革试点意见：“为确保学生专业学习

基础与国家人才培养需要相适应，

需建立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当某些

科目选考人数少于保障数量时，以

保障数量为基数从高到低进行等级

赋分。保障数量按国家相关学科人

才培养需求确定，其中物理科目保

障数量按高校授理学、工学学位专

业 2013—2017 年在我省高考录取的

平均人数确定为6.5万。这是满足省

内外高校在我省选拔培养理工类专

业人才最基本的生源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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