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邓 菡 版式/高 薪 热线热线//5910287259102872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kaoshibao@bjeea.cncn

3 强基计划2024年4月24日 星期三

强基报名进行中 理性选报很关键

2024年强基计划目前正在报名中，今年是强基计划落地的第5年，39所试点高校已全部公布了今年的招生简章。

学校在专业设置、招考流程方面做了哪些调整？首批进入该计划学生的转段情况如何？什么样的考生适合选报强基计

划……带着这些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请相关院校的老师和强基“过来人”为大家答疑解惑。

对于不少选择强基计划的考生来

说，最吸引他们的莫过于该计划的培养

模式。不同于常规培养路径，相关学校

会对强基计划学生单独制定培养方案，

采取导师制、小班化等培养模式。学校

会建立激励机制，增强强基计划学生的

荣誉感和使命感，畅通他们的成长发展

通道，对学业优秀的学生，高校可在免试

推荐研究生、直博、公派留学、奖学金等

方面予以优先安排。

首批强基计划招生高校已经迎来首

届转段学生，从目前相关学校公布的数

据来看，各校强基计划转段率存在差异。

中国农业大学首届强基计划学生共

30人，其中 26人转段后将按照直博生形

式培养，4人转段后将按照硕博生形式培

养。学校招生办主任白菲介绍，学校会

在综合强基计划学生各方面培养情况的

基础上，给予分层次的培养意见，达成师

生双向选择。学生在所选导师的指导

下，强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力争全面

提升实践应用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据

悉，该校将优先推荐强基计划学生在研

究生阶段入选国家留学基金委博士生联

合培养计划。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研究生院）招

生处副处长刘日升表示，该校首届强基

计划学生各专业平均转段比例达 80%以

上。学生转段专业由学校依据强基计划

培养方案和招生专业范围确定，进入研

究生阶段后，学生主要在强基计划所在

基础学科专业进行培养，部分学生也可

根据培养方案在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

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

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进行学科交叉培养。

北京理工大学招办副主任张瑞介绍，

学校科学谋划强基计划转段工作，制定本

研转段工作实施方案，针对学校强基计划

专业规划设计了包括高端芯片与软件、

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国家安全

等 5 大国家战略重点领域方向的研究生

阶段专业方向，为学生的充分发展提供条

件，鼓励学生表现特长、发展潜质、追求卓

越。数据显示，该校首届强基计划学生在

研究生转段阶段，有70%的人继续留在本

专业深造，30%的学生将跨专业深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立了强基计划

学生动态调整机制，学校会将不适合在

强基计划班继续学习的学生分流到本专

业对应普通班，对普通专业的优秀学生

可选拔进入强基计划班。学校对符合培

养要求的强基计划学生实行本研衔接培

养，本研衔接专业范围可从各强基计划

招生专业培养方案介绍中获知，研究生

阶段转段具体专业和名额以转段当年学

校公布的工作方案为准。学校相关老师

表示，该校首届强基计划学生中，保送研

究生人数达 78 人，其中，83.3%保送至强

基计划专业方向继续深造，16.7%保送至

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

进制造、国家安全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的交叉学科领域继续深造。

南开大学官微发布消息显示，该校

首届强基计划共有 139 名学生成功转段

进入相关硕士或博士专业继续攻读。其

中，硕士生 58 人，直博生 81 人。在转段

学生继续深造的 75 个研究方向中，既有

基础学科领域的重点科学研究方向，也

有在智能科技、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

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方向。

大连理工大学官微发布信息显示，

2020年该校首批强基计划学生共录取90

人。其中，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人，应

用物理学专业 20 人，应用化学专业 20

人，工程力学专业30人，目前已顺利完成

转段，100%继续深造，超60%学生进入杰

出人才团队。

对于顺利完成转段的学生，相关学

校对他们后续的学业做了详细规划。以

中国人民大学为例，该校教务处处长吴

健表示，学校按照贯通学段、长周期培养

思路，组织“强基计划”培养院系为学生

制定 10 年的培养方案、课程地图和学程

安排。以学术训练为切入点，依托各院

系优质学科资源、雄厚师资团队和重大

科研培养平台，设立专门的课程模块供

“转段”学生修读，以此夯实“强基计划”

学生培养厚度。

强基计划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

作用，相关高校会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合

理安排招生专业，并建立学科专业的动

态调整机制，根据新形势要求和招生情

况，适时调整每年的招生专业。今年部

分学校在招生专业、招录要求等方面做

出了优化和调整。

在招生专业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新

增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学校文

科组招生专业增加至3个，共涉及7个专

业，分别为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

历史学、哲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

化学、生物科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招

生专业上有两大变动：一是应用物理学

专业新增空间物理培养方案，二是航空

航天类专业除飞行器动力工程外，新增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这一培养方案；

北京理工大学将智能无人系统技术招生

专业细分为机电方向和车辆方向；复旦

大学新增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并将物

理学类细分为物理学和核物理两个方

向，化学类细分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两

个方向；兰州大学招生专业增至 8 个，新

增生态学专业；武汉大学招生专业也增

至9个，新增地球物理学专业。

除了在专业设置方面作出优化和调

整外，一些院校在校考入围规则、测试

时间上也做了调整，如北京理工大学在

其校考入围办法中注明，对于数学高考

单科成绩取得满分的考生，学校将破格

让其入围校考环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则将校考的初试、复试改在高考成绩公

布前进行。

此外，各高校还按教育部要求，将相

关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调整为“物理+化

学”这一组合。相关学校老师提醒考生，

在筛选专业时务必要结合简章内容，核实

清楚学校的要求，再结合自身学业状况，

理性选出适合自己的院校及专业选项。

这些变化体现出强基计划参与高校

一直坚守人才选拔的初心，各校除了要

挑选成绩优异的考生，也要服务国家战

略需求，把更多机会留给一些高考总分

没有那么高，却在各基础学科有志向、有

兴趣的考生。

关注简章变化点 寻找适配最优项

通过转段数据做好学业规划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东南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山东大学

武汉大学

中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兰州大学

东北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天津大学

吉林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大学

强基计划报考流程

试点高校名单

4月，简章公布，网上报名。

6月，考生参加统一高考。

高考后、7 月 4 日前，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提供高考成绩；高校确定

考核名单并组织考核。

7月5日前，高校折算综合成绩，

择优录取。

（日程安排如有变动，请以高校公布
的最新信息为准）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