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辐射至“中学生培养” 

 

1）中学生英才计划 

 

 简介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有

关要求，切实促进高校优质科技教育资源开发开放，建立高校与中学联合发现和

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方式，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自 2013 年开始共同组

织实施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中学生英才计划”），共有

15 个省市、20 所高校等参与培养工作。 上海地区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为试点高校，结合上海青少年科学社英才预备班，每年选拔培养 60 名具有科技

创新潜质的高一学生。 

“英才计划”旨在选拔一批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的中学生走进大学，在自

然科学基础学科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指导下参加科学研究、学术研讨和科研实践，

使中学生感受名师魅力，体验科研过程，激发科学兴趣，提高创新能力，树立科

学志向，进而发现一批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学生，为“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计划”输送后备力量，并以此促进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相衔接，建立

高校与中学联合发现和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模式，为青少年科技创新

人才不断涌现和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复旦大学物理学科担任“英才计划”导师的有：侯晓远、周鲁卫、沈健、

陈焱、黄吉平、张远波等；从 2013 年-2021 年这 8 年中，物理学科共指导了来

自上海中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华师大二附中、交大附属中学、七宝中学等

60 余名中学生完成了课题研究，经课题训练有约一半的学生后续在“上海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或“明天小小科学家”上获奖。 

 

 

 

 

 



 优秀案例介绍 

 

滋养思维的沃土 

上海中学   刘行止 

指导老师   侯晓远教授 

（复旦大学 2015级中学生英才计划物理学科学员） 

                             

个人简介 

 

    

刘行止，现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于上海中学。于 2014年 9 月参加了复

旦大学“英才计划”。在英才计划一年培养期内，刘行止定期接受侯晓远导师团

队的指导，参加复旦物理学科组会、聆听复旦大学学术报告及讲座，选修复旦大

学暑期课程，领略着物理学研究的奥秘和魅力，启发了思维和人生观。在侯晓远

导师团队的指导下开展了物理（工程）学课题：《人体步态的力学识别系统》，

获得第三十一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2016年）。 

项目简介： 

步态识别是一种创新性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是通过区分人们的走路姿态来达到

识别的效果，它拥有一些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本项目研制了

一套基于力学传感器的步态信息采集系统，可以采集垂直正压力、前后剪应力以

及侧向剪应力。在一个步态周期过程中，从三个方向的时域力曲线中选取区分度

明显的特征参数。经过分析，选取了以下 4 种特征参数：左右剪力导数特征、垂

直反力特征、垂直反力导数特征、前后剪力特征。这些特征参数区分度明显，且

稳定性好、个体误差较小，可用于识别。关键词：步态识别，力学特征，力传感

器。 



 

学员感悟： 

滋养思维的沃土 

非常有幸，在经历科学社英才预备班关于 STEM理念、科学研究方法以及一

系列动手探究实验的学习后成为了 2015中学生英才计划（复旦大学物理学科）

的成员，并且在我的导师侯晓远教授的指导下，在复旦大学进行自己的课题研究，

领略了复旦大学学术探究的自由氛围。 

我与同组的几位同学保持每两周与侯教授见面一次，一起接受侯教授的指

导。我们的课题也都在侯教授的指导下，或多或少地修改过，甚至有的同学彻底

换了一个新的课题。侯教授不仅关注课题研究的成果，也十分重视其中的原理。

在我们介绍自己新看到的东西时，侯教授总是会询问我们其使用的原理是什么，

而我们通常需要回去进一步地了解思考后才能够在下次聚会时给出我们的答案。

此外，侯教授也十分注重我们课题的可行性，经常鼓励并且要求我们去做，去尝

试，之后再考虑更进一步的问题。这些都是在课题研究中极其宝贵的经验。比如，

肖科繁同学的课题有关于防打瞌睡装置，肖科繁同学在回家之后，按照我们交流

时侯教授提出的意见，初步通过拍摄技术对比了打瞌睡时和清醒时眼球部位图像

的不同，并且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初步证明了他的课题的可行性。这就是侯教

授希望我们达成的目的与研究方法。又比如，侯教授也对于我的课题的可行性表

达了质疑，并且敦促我尽快进行测试，以证明可行性。这些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

很好的思路与指导。 

侯教授不仅仅在交流中给予我们指导，也经常为我们讲解他自己对于科学研

究以及人生价值实现的理解。我们每次聚会时，主要是介绍自己的课题，以及最

近半个月来的进展、研究、新的发现与想法。而侯教授也曾经利用一次聚会的时

间，向我们介绍他的“mental muscle”，即“精神肌肉”理论。精神如同肌肉

一样，需要勤加锻炼才能够变得更为强大，应对更加艰难的处境。侯教授用他的

学生的几个例子，向我们讲述了这种精神锻炼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侯教授还给

向我们阐述了一个现象：一项调查显示，对于人生的最终目标，在快乐、幸福、

自由三个选项中，基本三个选项的选择是相等的，我们现场组内的调查结果也符

合这个结论。但是，侯教授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是“自由”，这个自由，并不

是狭隘的自由，而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也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这对于我们来



说，可能是从侯教授那里得到的最大的收获，这对我们进行课题研究的心态也有

很大的帮助。 

侯教授非常重视启发、引导我们的思维。在英才计划的面试过程中，侯教授

就曾经问过我几个问题。比如说如果一个物体运动速度高于光速，会发生什么情

况呢？在侯教授的引导下，我知道会看到物体沿着运动的反方向运动。侯教授还

让我估算一下人有多少头发。又有一次我们全组六位同学都来齐了，在交流了一

个月的进展之后，侯教授请我们在复旦大学吃午饭。在聚餐的过程中，在最平常

的聊天中，我们增进了互相的了解。午餐期间，侯教授还向我们提出了几个科学

小问题，非常发人深思，比如侯教授先问我们，电子为什么不会脱离原子核，脱

离原子呢？因为带正电的质子与带负电的电子有吸引力。之后，侯教授就看着我

们，问我们有发现什么问题吗？过了三分钟之后，才有一个同学“噢”了一下，

之后半分钟，我也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因为质子是带正电的，但是质子却不会

互相排斥，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因为强相互作用力。在这一年中，侯教授教会

了我们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侯教授的指导下，我不仅收获了许多课题上的指引以及新的想法、新的关

注点以及新的研究方法，我还学到了许多为人的道理与心态，而这对于课题研究、

对于人生以后的经历，都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此外，我还参加了许多复旦大学提供的讲座与课程活动。比如说，5月的人

文科学讲座与交流。这次活动中，我们有幸见识了大名鼎鼎的葛剑雄教授，以及

李辉教授。这两位教授渊博的学识让人敬仰。李教授让人觉得非常平和，却又在

专业上十分精深。李教授给我们讲述的人类简史，推翻了之前我们的某些固有的

看法，例如将部分猿人视为现代智人的祖先的错误看法。而且，我们对于生物学，

以及地理学、语言学，还有最重要的人类学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次活动让我见识

到了复旦大学深厚的学术力量。 

暑假里，我参加了复旦大学的暑期课程。在成为了中学生英才计划的一员之

后，我有幸能够在复旦大学的暑期课程中体验复旦大学的生活。我选择了与科学

研究没有什么关系的一门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陆扬教授开设的 Chinese Art 

Spirit。虽然在学术上这门课并不能带给我多大的现实上的成绩的提升或是其他

的帮助，但是它让我感受到了复旦大学的氛围与学习方法。我们走出了复旦大学。

我们去过上海博物馆，也自己尝试过绘画中国写意画，而且还看了陈凯歌的《霸



王别姬》这部电影，并且参与了小组讨论，撰写小论文以及最终的课程论文。这

些丰富的内容，让我对于大学的课程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在这个课堂上，我

们领会了很多不同的内容，并不局限于课程的题目“艺术”，而是对于哲学、神

话等等内容都有所涉及。而且，与很多港台、外国的同学的交流中，我们可以体

会到不同文化的异同。我在这次的课程中认识了我的一位香港的朋友，在与她的

交流中，我对于香港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的朋友也对于上海也有了更多

的了解。这一个月的课程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参加中学生英才计划，不仅让我接受了许多来自侯教授及其他老师的教导，

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也让我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不论是侯教授着力培养

的科学思维，还是对复旦、对大学生活、学习的全新认识，都是我参加英才计划

的最大收获，也将对我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