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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湛本报记者 王湛

打开学术研究的大门
强基的“强”，是个动词

去年是强基计划元年，胡文瀚笑称他们是这项计划的“小白鼠”，因为个别政策还

有待更完善。

“例如推研政策如何实施，以及不同书院课程难度不一致等问题，学校和书院还

不能给出具体的答案。”

他觉得最适合强基计划的是在学术方面有志向或者感兴趣的同学。一方面，这

样的同学在学习中会更有动力，也会获得更多成就感；另一方面，强基计划在学术研

究方面的资源配备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为同学做科研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支持。

但谈及就业这个点，其实胡文瀚还是有不少困扰。

“一直以来，我都对未来感到迷茫，不像有些同学那样志向非常坚定，比如当医

生、程序员或是做金融分析师等，所以每当我思考自己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就会感觉

有些心累。”

不过，他觉得目前的专业以及强基计划，至少为自己指明了一条可行的路，比如

可以在毕业之后去往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尽己所能做一些能为国家关键领域带来

活力的事情。

而北大古文字专业的方文觉得，强基计划并不像一些考生和家长顾虑的那样会

对学生未来的发展形成限制，而是给了大家一个机会去接触原来知之甚少的基础学

科，打开了一扇学术研究的大门。

在她看来，原本就对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生物、物理、数学、化学等基础学科有

兴趣的同学，比较适合强基计划。

“其实大学校园中最受大家景仰的一定是做学术的人。”方文说，强基计划的学科

本身就是与学术科研关系最紧密的学科，如果能够做到利用好强基的资源，潜心学

术，那强基计划培养的学生一定是未来中国学术圈的中坚力量。

“强基计划是要强化我国基础学科的计划，也就是补足基础学科研究上我国和世

界顶尖国家的差距的计划。”封项晨说，他认为这不是“强”的计划，而是“为了强”的计

划，“关于‘要如何强’，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学习，跟紧课程计划，认真完成课业，提升专

业知识水平，尽快加入科研队伍。”

所以，封项晨对强基计划有着另一番理解——强基计划的“强”，不是形容词，而

是动词。

清华：书院式教学，课业压力大
北大：要求一年掌握甲骨文

胡文瀚所在的行健书院，是理+工衔接培养，大家的

理科部分都是力学，但是工程学科部分会有所区别，

有车辆工程、航天航空、能源与动力工程、土木水利与

海洋工程，所以在被录取之后，还进行了一次工科的分流。

胡文瀚说，他们的培养方案是学校新制定的，课程安排和

相关资源配备都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设计。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

是“书院制”，书院会为每位同学配备学业导师，这位导师不完全是传

统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导师，“我们可以和导师讨论各种事情，包括学术方

面的和生活方面的。书院还会定期举办微沙龙，我们有机会和优秀的老师

面对面交流。还有就是，书院会提供比较多的科研方面资源，比如这学期开设

了科研导引课。”

“因为清华强基的同学是隶属于五个书院的，不和别的院系同学混班，

而且强基的部分专业是新设置的，所以有一套相对独立的培养方案和课

程安排，基础性课程的比重会更大，难度会更深。”就胡文瀚而言，大

一两个学期学的两门数学基础课是和数学系的同学一起上的，这对于

数学基础不是特别突出的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胡文瀚感觉学业压力还是挺大的，上个学期，他基本没有出校逛过。

而从学军中学进入北大中文系的方文，她的导师建议她一年之内掌握所有

甲骨文的字形。这真是个巨大的挑战，虽然导师也并没有强制她完成。不过，在真

正接触了古文字相关的讲座课程之后，方文发现，其实甲骨文并不像她以前想象的那

样艰深晦涩，“大多数甲骨文都很生动形象，让我们看了就会会心一笑，去研究考证一

个字从古至今的演变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强基的古文字方向是中文系的五大专业方向之一，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本

身就会有不同的培养方案。”方文说，“但是中文系到大三才会专业分流，之后才会涉及

到本专业真正的核心课程。而且我们只要能够确保完成核心必修课，剩余的学分是可

以自由支配的，就算是物理、数学等理科院系开设的一些通选课我们也可以学习。”

在这半年多的学习中，方文在不停地接受新知识和新生活。她说，中文系“古”字

头课程讲授、学习都是使用繁体的。“我第一次读繁体竖排的《史记》时觉得很不习惯，

但是经过一个学期的熏陶，我现在已经看不惯简体横排的经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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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内的国内数十所顶尖

高校相继公布了 2021 年强基计

划招生简章。这对于今年的很多高考生

而言，人生的一大抉择，已经摆在了面前。

要不要去冲刺强基计划？被高校的强基计划招录

都会学什么？强基计划到底适合哪些学生？这个计划到底能

给自己的未来带去什么？如果中途想要改变求学方向是否可以

⋯⋯一系列问号，让很多学生、家长乃至老师，都在这个关

键节点纠结不已。

于是，我们找到了去年首批被高校强基

计划招录的学子，请他们讲述，经过

这一个多学期的学习后，对于

强基计划的认知与感

悟。

强基计划香吗？
有人纠结，有人坚定

2020 年毕业于杭二中的胡文瀚，是清华大学第一

届强基计划的学生。他目前就读的专业，是理论与应

用力学+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而去年第一次听说强

基计划的他，正值高三下半学期。

在那之前，胡文瀚关注的信息基本上都与“三位一

体”相关。而强基计划的出台，直接打破了之前的招

生格局和节奏，“很多高校开始连夜设计适应强基计划

的培养体系和招生方案。”

所以，当时的胡文瀚内心还是有些慌乱的，“因为

我并非那种学术志向非常坚定的人，也没有在某一门

基础学科上有突出的素养，我的相对优势在于综合成

绩，也就是高考，但我的实力也并没有达到能裸分上清

北的程度。”

胡文瀚犹豫过要不要冲刺强基计划，毕竟这项计

划是新兴的，它对专业选择以及转专业都有诸多限制，

“去清北的机会于我而言虽然不一定是最优选择，但能

在那样的氛围里和许多优秀的人互相交流学习，一定

会成为一段独特的经历，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咬咬牙，

去搏一搏。”

相较于曾一度纠结的胡文瀚，同样毕业于杭二中，

后被北京大学强基计划招录到工学院理论与应用力学

系的封项晨，在最终抉择时则显得直接一些。

封项晨对强基计划的专业方向都比较感兴趣，于

是没有犹豫，决定报考。作为“过来人”，在他看来，笔

试重点考察数学、物理能力，大约为竞赛难度。

当时，胡文瀚的班级里大部分希望考清北的同学

都报了强基计划，最后有 7 位同学通过强基计划被清

北录取。在网站上看到录取信息的胡文瀚，心里也挺

复杂的。

“我的强基综合分数和预期有一定落差，最终被录

取到的书院以及相应的专业不是我期待的那个。”所以

胡文瀚在当时还是感到一阵失落。之后，他在微信、

QQ 上和几个同学朋友聊了聊各自的情况，直到了解

到有两个好朋友也被录取到了同一个书院，他才宽慰

了不少，全家人心里的石头至少是落地了。

得知自己被强基计划录取后，封项晨则非常开心，

因为如果不冲刺强基计划，高考分没达到北大录取分

数线的他，必然会与心仪的北大擦肩而过，“之前的努

力和最终的抉择，都让我有了这个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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