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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个汉字。 

2．成果科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年）》（教高〔2012〕9 号）的学科门类分类（规范）填

写。综合类成果填其他。 

    3．成果类别代码组成形式为：abcd，其中： 

    ab：成果所属科类代码：填写科类代码一般应按成果所属学科代码

填写。哲学—01，经济学—02，法学—03，教育学—04，文学—05，历

史学—06，理学—07，工学—08，农学—09，医学—10，军事学—11,

管理学—12，艺术学－13，其他—14。 

    c：成果属普通教育填 1，继续教育填 2，其他填 0。 

    d：成果属本科教育填 1，研究生教育填 2，其他填 0。 

    4．推荐序号由 5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为推荐单位代码，按照附件 1

中各推荐单位代码填写，后三位为推荐单位推荐成果的顺序编号。 

    5．申请单位需提供一个成果网址，将成果申请材料和认为必要的

视频及其他补充支持材料放在此网址下，并保证网络畅通。 

6．成果曾获奖励情况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7．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的日期;完成时

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的日期；实践检验期应从正式实施（包括

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

间。 

8．本申请书统一用 A4纸双面打印（封面去掉“附件 3”字样），

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 4号字。需签字、盖章处打印复印无效。 

9．指定附件备齐后合装成册，但不要和申请书正文表格装订在一

起；首页应为附件目录，不要加其他封面。 



 

一、成果简介（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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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6.09 

激发学术志趣 培养领

跑人才：“学堂计

划”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2016年清华

大学教学成

果奖特等奖 

清华大学 

2018.04 

激发学术志趣 培养领

跑人才：“学堂计

划”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2017年北京

市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09年 09月           实践检验期:  7年 

 完成： 2011年 04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根据党和国家的人才总体战略以及清华大学的发展定位，为努力

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2009年学校推出了

“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学堂计划”）,2010年被批

准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

划”（以下简称“拔尖计划”）。七年来，在中组部和教育部的指导

和支持下，学校认真研究总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以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以“领跑者”理念为指导，从理念创新、氛围

营造、机制改革等方面，深入推进计划实施，努力探索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调动一流学者教育教学的积极性。“学堂计划”由一流学者领

衔，以拔尖人才培养未来的拔尖人才。计划实行首席教授负责制，学

校聘请在各自学术领域的国际一流学者担任首席教授和项目主任。他

们热爱教育事业，学术造诣深厚，既具战略眼光，又有国际视野，在

年轻学子中具有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卓有成效地推动并实践了在培

养目标、培养模式、机制创新等方面的改革探索。在他们的具体组织

下，一批相关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参与培养方案研究与制



 

定，国内外的优秀教师来校授课，参与前沿讲座、论文指导等教学活

动。学校搭建了“学堂计划”交流平台，各位首席教授互相勉励，互

相促进，研究讨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战略，交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

验，共同创造更加优异的育人成就，形成了鼓励创新、潜心育人的良

好氛围。 

因材施教促进个性化培养，激发学生学术志趣。改革培养模式和

培养方案，实施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特长和发展方向制订和实施个

性化培养方案,为学生的充分发展提供充分选择，鼓励学生表现特

长、发展潜质，追求卓越。建立各学科核心课程体系，聘请国内外优

秀教师来校授课，参与前沿讲座、论文指导等教学活动。重要的核心

课程独立开课，小班教学，通过研讨式、探究式等学习形式，创新教

学方式，开展研究型教学与研究性学习。计划实施吸引了一批有志于

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优秀学生。他们与名师互动、向优秀同学学习、

参与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展现了追求学术理想、勇攀科学高峰的良

好风貌。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以“学堂计划”为载体，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计

算机科学、力学六个专业领域开展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

划”。着眼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充分尊重学科门类、人才培养模式之

间的差异，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将多方面的办学优势转化为

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势。 

（1）建立科学的学生遴选机制 

探索学生综合评价体系，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学术兴趣和

发展潜质，实行开放式动态进出机制和自由选择机制，将有志于攀登

世界科学高峰的最优秀学生选入“学堂计划”进行培养。 

（2）以拔尖人才培养未来的拔尖人才 

学校为各参与项目分别设立“清华学堂首席教授”和“清华学堂

项目主任”岗位，实行首席教授负责制。聘请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

和沃尔夫奖获得者丘成桐，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著名计算机科学

家，“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郑泉水等一流学者

担任各班首席教授，由其全面负责学生培养和项目管理工作。邀请知



 

名学者、优秀教师和社会杰出人士担任学生导师，聘请相关领域具有

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对计划实施进行指导。 

（3）改革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 

实施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特长和发展方向制订和实施个性化培养

方案,为学生的充分发展提供充分选择，鼓励学生表现特长、发展潜

质，追求卓越。各学科设置核心课程体系，聘请国内外优秀授课教

师，力求小班化和多样化，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开展研究型教学与研

究性学习。 

（4）注重通识教育，引导学生的全面发展 

2014年春季学期，6位首席教授联袂开设了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

程——《学术之道》。该课程旨在进一步落实“学堂计划”的“领跑

者”理念，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通过首席教授讲授自身学术成长历

程、生活和科研工作感悟等，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追求科

学、追求真理的志趣和理想。 

（5）营造学术氛围，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 

积极创造条件，搭建高端开放式交流平台，组织学生参加学术活

动，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理想。发挥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优势，

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模式和方法，提高国际化

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6）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在各班的开班仪式、奖学金颁奖仪式、集体实践活动、“学堂计

划”荣誉证书颁发仪式等环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家

国天下的远大志向。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创立“领跑者”理念，实施优势转化战略，营造清华学堂环境，

注重素质教育环节。“领跑者”理念即让优秀学生作为“领跑者”，

带动整体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优势转化战略，即将学科、师资、国

际交流、优质生源、优良传统等方面的办学优势积极、主动、优先地

转化为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势；以百年清华学堂作为专用教学场所，搭

建国际化、开放式交流平台，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引导学生增强使命

感和责任感，坚定理想，潜心钻研，勇攀科学高峰。 

“学堂计划”由一流学者领衔，以拔尖人才培养未来的拔尖人



 

才。实行首席教授负责制，学校聘请在各自学术领域的国际一流学者

担任首席教授和项目主任。他们热爱教育事业，学术造诣深厚，在年

轻学子中具有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卓有成效地推动并实践了在培养

目标、培养模式、机制创新等方面的改革探索。在他们的具体组织

下，一批相关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参与培养方案研究与制

定，国内外的优秀教师来校授课，参与前沿讲座、论文指导等教学活

动。学校搭建了“学堂计划”交流平台，各位首席教授互相勉励，互

相促进，研究讨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战略，交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经

验，共同创造更加优异的育人成就，形成了鼓励创新、潜心育人的良

好氛围。 

“学堂计划”鼓励多样化实践，尊重并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充

分尊重学科特点、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差异，调动院系和教师人才培

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院系多样化的措施和选择。在国家相关政

策支持下，学校主要为计划实施营造有利环境，在招生、培养、管理

等环节提供政策保障，在经费、设施、资源等方面予以条件支持。在

“学堂计划”实践中，学校层面做到尊重三“个性”：即学生个性、

学科个性、教授个性，不做统一规定、逐班量身定做、逐生量体裁

衣。相关院系做到三个“自”：自发，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

做”；自觉，不等不靠不要，积极探索，潜心育人，以育人为责，以

育人为乐，以育人为荣；自主，学科自主，首席教授自主，学生自

主。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计划实施以来，学校逐步明确了“领跑者”理念，积极探索基础

学科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开展人才成长规律研究。计划实施激发了

学校和教师培养拔尖人才的巨大热情，凝聚了一批热爱教育事业、学

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际视野的杰出学者，吸引了一批

有志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优秀学生, 发挥了“领跑者”的引领和示

范作用。 

“领跑者”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不仅表现在更多有潜质的优秀学

生加入“学堂计划”并以崇尚科学、追求学术为人生理想，更为可喜

的是带动了所在院系形成优良的学习风气。从“学堂计划”实施至

今，已有六届共计 781名毕业生，他们绝大部分选择在国内外一流大



 

学和研究机构继续攻读基础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其中不乏哈佛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国际一流名校。同学们非常感谢国

家和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与名师互动、向优秀同学学习、参与学术研究

和国际交流等方面最好的教育资源。通过老师指导和自身努力，找到

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确立了学术志向，坚定了学术信念，学会了批判

性思维，展现了追求学术理想、勇攀科学高峰的良好风貌。 

“领跑者”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不仅表现在“学堂计划”6个院

系为培养拔尖学术人才的不懈努力，更影响和带动了其他院系培养拔

尖人才的多种探索。“学堂计划”积极推进面向国内外的开放和交

流，建设的课程、研究基地、学术讲座等面向所有学生，发挥了重要

的辐射和引领作用。2011年以来，学校先后启动能源实验班、环境工

程国际班、法学国际班以及英语实验班等复合型国际化领军人才培养

项目，体现复合型、国际化、小班制和导师制等特色，形成“学堂计

划”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和更多复合型国际化领军人才培

养项目等两大类本科人才培养的“领跑者”，带动人才培养质量的不

断提升。2016年，钱学森力学班探索荣誉学位制度，面向全校院系招

生，发挥更大的影响和辐射作用。 

“学堂计划”的实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组部、国务院参

事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等先后来校调研，给予了高度评价。几十

家媒体先后作了跟踪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学堂计划”也

得到了国际学科评估专家、著名学者的特别关注和高度评价，如计算

机学科国际评估专家组，力学学科的国际评估主席哈佛大学 John 

Hutchinson教授，前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国务院特聘海外专

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教授都高度肯定了学堂计划的办学理念

和模式。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    持 

单位名称 
清华大学 主管部门 教育部 

联 系 人 苏芃 联系电话 010-62796179 

传    真 010-62782244 邮政编码 100084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电子信箱 supeng@tsinghua.edu.cn 

主 

 

 

 

要 

 

 

 

贡 

 

 

 

献 

1.牵头策划项目的整体实施方案。学校为各参与项目分别设立

“清华学堂首席教授”和“清华学堂项目主任”岗位。聘请一流

学者担任各班首席教授。实行首席教授负责制，首席教授全面负

责学生培养和项目管理工作。邀请知名学者、优秀教师和社会杰

出人士担任学生导师，聘请相关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

对计划实施进行指导。 

2.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建立人才培养特区。在招生、培养、管

理等环节实行特殊政策。对学生的考核突出“拔尖”和“创新”

的目标。入选的学生享受专项奖学金。建设学堂网站，建立学生

数据库，记录、跟踪学生发展情况。 

3.提供专门的物理空间。将清华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清华学

堂作为特色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学校层面交流平台，促进学科交

叉、学术交流。 

4.设立专项经费，充分利用国家经费支持，同时积极争取社会资

金参与。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聘任国内外高水平教师、资助学生国

际交流和科研训练，以及奖学金、教学资源建设等。制定《清华

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合理使用并规范专项资金使用。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 ）完 

成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电子信箱  

主 

 

 

要 

 

 

贡 

 

 

献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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