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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航怎样选拔尖子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李尚志

为了培养优秀人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办了高等工程

学院。从 2002 年开始，每年从录取的大学本科新生中选拔一

部分有潜力的学生进入高等工程学院学习。今年的选拔考试

刚刚结束。以下就是我们 2007 年选拔考试中的一幕。

 （一名学生进入教室。）

老师：请坐。（学生就坐）

老师：你知道什么是圆锥曲线吗？

考生： 圆，椭圆，抛物线，双曲线是圆锥曲线。（也有人回答：

到一个定点和一条定直线距离之比为定值的点的轨迹

称为圆锥曲线。）

老师：它们既然叫圆锥曲线，总应当与圆锥有关系吧。不然

为什么叫做“圆锥”曲线而不叫“鸡蛋曲线”或者“正

方体曲线”呢？比如，我国有个女子体操运动员吴佳妮，

她首创了一套体操动作，这套动作就要以她来命名，

叫做“佳妮腾越”，而不能叫做马拉多纳腾越或者叫

别的名字。

考生：哦，……，想起来了，圆锥曲线可以由平面去截圆锥

得出来。从不同的角度去截，分别得到圆，椭圆，抛物线，

双曲线。

老师：你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茶杯，里面有水。请观察，水

面的边缘是什么形状？

考生：是圆。（心里也许在想，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哟！）

老师：请把茶杯端起来，稍微倾斜，现在水面的边缘是什么

形状？

考生：好像是椭圆。

老师：真是椭圆吗？请说明理由。

考生：这个杯子是圆柱形吗？

老师：请自己观察。杯子的上下是一样粗吗？

考生 ： 不一样粗，而是上面粗下面细。不是圆柱，是圆台。…… 

( 思考 )…… 因此，水面的边缘不应该是椭圆，应当

是一头尖一头平的曲线，像鸡蛋一样。…… ( 感到奇

怪 )…… 但是看起来怎么还是像椭圆呢？

老师：只有上下一样粗的圆柱被平面截才能得到椭圆吗？你

刚才不是说过椭圆也是圆锥曲线吗，能不能用平面截

圆锥得到 ? 

考生：（似有所悟）哦……将杯子侧面向下面延伸就是圆锥，

所以水面边缘还是由平面截圆锥得到的，应当是椭圆。

老师：很好！谢谢。( 以下问答别的问题，略去。)

圆锥曲线是数学中的重要概念。让学生叙述书本上的圆

锥曲线的定义，是一道常规的数学考试题。但这并不是我们

考试的重点，而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引子，埋下的一个伏笔，

暗示和引导考生在以后的问答中将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与书本

上的圆锥和平面联系起来。我们发现，大部分考生会背诵圆

锥曲线的定义，但面对现实生活中茶杯中的水面，却将刚才

所背的定义忘得干干净净，不知道茶杯壁可以看作圆锥侧面

的一部分，水面可以看作平面，截出来的也是圆锥曲线。不

能认为只有书本上、考试卷子上的平面和圆锥才是正宗的数

学，生活中的水面和茶杯就不是数学，就都是左道旁门、歪

门邪道。我们这样考学生，不仅是为了选拔，更是引导学生

将眼光从书本和考卷的狭窄天地中解放出来，放眼到现实生

活中去体会数学。当然，各个考生对我们所提的问题并不是

都是像前面那样回答的。但前面所写的回答确实能够代表相

当一部分考生。他们虽然在一开始有疑惑，没有得出正确的

圆锥曲线的内心 ：（1）抛物线 ；   （2）圆和椭圆 ；   （3）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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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但在考官的启

发下能够很快醒悟过

来，我们对这样的考

生就很满意，决不因

为开始的答案不对就

扣他们的分。考生从

疑惑到醒悟、从错误

到正确的转变过程更

能够令人信服地表现

他们的思考能力，比起最后答案的对或错更加重要。 

本文开始叙述的只是我所问问题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

例子是：将一张纸卷成圆柱形，用一个平面斜着去截，试画

出截痕展开图的草图，通过观察猜想它是什么曲线 ? 这个问

题是中学数学中没有讲到的，难度相当大。我们不要求学生

一开始就给出正确答案，而是引导他们经历试验、观察、思考、

猜想以及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去得出自己的答案，这实际上

就是他们以后要进行的科学研究的过程。考官根据考生在这

个过程的表现来判断考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思维能力、自己

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能力，也就是判断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潜

力。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中学必学的内容，但中学考试涉

及的不多，因此善于自主思考的学生不难猜测到正确的答案，

而那些虽然经历过备战高考的题海战术训练却不会用自己的

大脑思考的考生就只能茫然无措。当然我们还问了其他一些

数学和物理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考生进行口试，只是北航的选拔考试的一部分。

在口试之前，已经出了数学、物理、英语的笔试题对

考生全面掌握知识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而口试

由于时间较短（每位考生问答时间一般不能超过 10

分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对掌握知识的情况再进

行系统的考察，而只能着重考察他们的思维能力、发

展潜力、学习态度等。从口试的情况看来，大多数考

生在口试中的表现与笔试中的表现基本一致，也就是

说：笔试分数高的学生在口试中表现也好一些。但也

有一部分学生口试的情况与笔试的表现不一致，对这

样的考生就要结合笔试和口试的情况综合考虑能否将他们选

拔到尖子班。不但这次选拔尖子班学生是这样，在今年初招

收保送生的时候也同样有笔试与口试。在那次口试中有这样

一幕： 

教师：你的笔试感觉怎么样？

考生： 我觉得已经尽力了，发挥出了自己的

水平。

教师： 如果你现在发现在笔试中有哪道题目

做错了，马上告诉我应当怎样纠正。

如果在笔试中有哪道题目没做出来，

现在想出来了，马上告诉我这道题目

应当怎样做。只要你的纠正或补充是

正确的，我马上给你加分。你要不要

加分？

考生：我们中学教师告诉我们，考过了的题目就不要再去想，

想了也没有用。因此我考了过后没有想。

这位考生说“想了也没有用了”是因为：既然已经考试

过了，再去想也没有用了，想出来也不会加分了。因此当我

承诺给他加分的时候他却无法利用这个机会。所谓加分，当

然不是再去改动笔试分数，而是在口试中为他加分。在参加

那次保送考试的几十名学生中，只有一名学生可以得到我的

这个加分，不过他已经不需要这个加分，因为他的分数本来

就很高了。这次选拔尖子生的考试，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

将某位学生笔试中不会做或者做错了的题目在口试中再问他，

给他一个弥补自己错误的机会。这不仅是考他们的知识，更

是考察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对科学是否有兴趣。考生们在高考

之前巴不得有人告诉他们高考将要考什么题，在考场上巴不

得找一个人来教他高考题目怎样做，或者找一本书来寻找答

案。在我们的笔试之后，考生们有足

够的时间去查书本、请教别人、自己

重新思考，找到问题的答案并不困难。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学生却没

有这样去做，这说明他们学习的唯一

目的就是考试分数，而对于所考的知

识本身毫无兴趣。联想到有些人热衷

于预测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

向诺贝尔奖的评委请教获奖秘诀，评

委也将秘诀毫无保留的传授出来了：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只想得奖，对科

学本身不感兴趣？”确实，每个得诺贝奖的人都是热爱科学

本身，并不是为得奖而研究科学，要想得诺贝尔奖，就应当

向他们学习这个经验。但是，很多中国人对这个宝贵经验不

感兴趣，对这个真传秘诀并不喜欢，仍然年复一年地预测何

年何月中国人能得诺贝尔奖。如果搞科研的人都这样在离诺

贝尔奖越来越远的方向上继续狂奔，诺贝尔奖的希望就只能

我们不要求学生一开始

就给出正确答案，而是引导

他们经历试验、观察、思考、

猜想以及不断纠正错误的过

程去得出自己的答案，这实

际上就是他们以后要进行的

科学研究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