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两会”前，李克强总理照例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

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座谈会上还听取了与会代表对于另一份重要文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对于中山大学校长罗俊院士在会上反映的高考改革后很多学生“避考”物理的问题，李克强表示，无论是中学还

是大学，都要更加重视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打牢学生基础理论根基，培养更多创新人才。

（来源：“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

李克强总理 1 月 25 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

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两个征求

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受邀的中山大学校长、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话剧院院长以及中国女排队长会上不约而

同谈及一个问题：练好“基本功”。

李克强与大家深入讨论。他说：“中国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论是科研、教育领域，

还是文艺、体育等方方面面，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匠心’，扎扎实实练好‘基本功’。”



要让学生在求知欲最强、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把科学的基础打好

中山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罗俊建议，要进一步打好初高中阶段学生数理化基础。他说，部分

地方高考改革后，因为物理难度比较大，很多学生不愿意选考物理，导致对物理学习的重视程

度下降。

“我今天提出这个建议，不是因为我本人研究物理，更不是为了物理的‘小圈子’。如果物理基础

打不好，对工科等其他学科的学习也有严重影响。”罗俊说。

“物理可不是‘小圈子’，而是‘大学问’。很多物理的规律，在自然科学领域甚至社会科学领域都

带有普遍性。”李克强说，“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仅涉及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科技创新，

更关系到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人才素质的提升。”

总理说，要提高人才素质，就必须加强基础学科的教育，要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良好导向，营造

鼓励学习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氛围。

“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要更加重视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打牢学生基础理论根基，培养

更多创新人才。”他说，“要让学生在求知欲最强、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基

本功’练好。”

李克强说，这几年我在调研座谈中听到不少部门和地方同志反映，学生对数学、物理等基础性

学科的重视程度有下降趋势。“我特别担忧这件事。”



“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因为一门课程比较难，就把它‘绕’过去，这不仅不利于个人发展，更

不利于国家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发展。”总理说。

李克强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才。“一年树

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百年大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总理说，“有关部门要把这件

事作为一个大问题认真加以研究。要营造良好的氛围、树立正确的导向，做好基础学科的人才

培养。让更多人才投身基础研究、练好科学的‘基本功’。”

（来源：中国政府网）

更大程度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鼓励更多科研人员做好基础研究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方忠在发言中同样提到了“基础研究”。他建议，要高度关

注青年科学家成长，加强长期稳定支持基础研究的政策衔接。

“你在平常工作中感觉，这几年大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李克强

询问道。

方忠回答：“大家对基础研究的关注确实增加了，但我觉得还有提升的空间。要从体制机制上

加以保障，让大家有更多时间潜心治学。”

“科研人员的时间被什么占了？是不是还是因为填报表等繁琐的事情？”李克强问。

“这个问题已有很大改善，但还是存在一些改进的空间。国家出台了很多非常好的政策，但还

要进一步做好衔接，让大家能更好地心无旁骛做研究。”方忠说。

李克强再次要求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他说，罗俊和方忠两位院士都提到了基础研究和基础学

科的相关问题，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了“基础”的重要性。

“科学研究首先要做好基础研究，不能总想着走捷径。”总理说，“要鼓励更多科研人员坐得住

冷板凳，潜心科研，就必须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从科研人员、科研院所的需求出发，做好政

策匹配落实，更大程度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鼓励更多科研人员做好基础研究。”



（来源：“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

在戏剧“基本功”上下功夫，让戏剧有更多内涵和文化传承

“话剧我是外行，不过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看过几场话剧，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些剧目，

剧本本身是经典、很精彩，演员的表演又为作品增色不少。”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发言

后，李克强总理与她探讨起来。

田沁鑫在发言中介绍，话剧演出市场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但好的作品仍然受到观众欢迎，“一

票难求”。李克强鼓励她，在探索创新的同时，要更加扎实打好作品和表演的“基本功”，创造

更多陶冶情操、启迪思想的好作品。

总理说：“希望你们在继续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在戏剧‘基本功’上下功夫，让戏剧有更多内涵

和文化传承，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



“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观众的建议。”李克强最后特别强调。

“您说得真好，基本功是夯实一个事业的基础，我们话剧的导演和表演工作，也都需要练好扎

实的基本功。”田沁鑫回应说，“我们努力提高。欢迎您来我们剧院看话剧。”

（来源：“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

练好“基本功”不容易，但绕过“基本功”，就绝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成就

“中国女排了不得啊！”李克强对中国女排运动员、队长朱婷说，“我还记得，上大学时，中国

女排夺冠，大学生们庆祝女排胜利，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朱婷的建议同样是关于“基本功”。她在发言中说，很多运动员早年基础训练不规范，被选入国

家队后还要重新矫正姿势、“掰手型”，很浪费时间，也影响运动员的成长，建议加强各类体育

项目的基本功教育和训练。

“你讲的看似是个小问题，实际上是个大道理。360 行的‘状元’都要从‘基本功’练起。”李克强

回应道。

总理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玩的，拿个铁环滚一滚就算运动了。现在各种运动器材很丰富，

体育健身的选择更多。要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基本功训练，这不仅有利于培养体育的后备人才，

对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也有重要意义。”

李克强说，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基本规则，掌握了基本规则、练好了“基本功”，不仅能在这个行

业打好基础，在其他相关领域也能触类旁通。

“不管是科学界、教育界，还是文艺界、体育界，练好‘基本功’不容易，但绕过‘基本功’，就绝

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成就。”李克强说，“练好基本功不仅有利于夯实本专业根基，也有利于筑牢

创新的基础。”



（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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