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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孪生博士》

内容概要

所谓“神童”、“超常”、“天才”，是相对于具有普通智力的儿童而言。根据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
表明，智力优异儿童约占儿童群体的1%～3%。
　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是父母。”孩子出生后，通常都是由家庭抚育孩
子成长，孩子首先接受的是来自于家庭对他的教育。
转眼21个春秋飞逝而去,孩子已从呀呀学语的小婴儿，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青年。我们也从青年走入中老
年。回首往事，孩子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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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孪生博士》

书籍目录

第一篇“神童”与超常教育
第一章从“神童”现象说起3
“神童”通常是指智力优异儿童，约占群体的1%～3%；“神童”不是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儿童。

第二章“超常教育”的启示5
超常教育是一种突破常规教育的特殊教育方法；超常教育是在早期教育的基础上实施的教育。
第三章为什么要培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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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孪生博士》

章节摘录

　　第三章 为什么要培养“神通”　　历史上那些大有成就的人物，基本上都出自“神童”。即使有
些“大器晚成”的著名人物，实际上在童年时都有过不平常的表现，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
心理学家柯科斯曾经断言：“成就最大的超常人物，在他们的儿童时代，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超常儿
童。”　　发现“神童”，然后采取特殊的教育方法，使“神童”超前发展，早成才，成大才，这就
是超常教育，或称天才教育。通过这种超常教育的方法，虽然不是所有的“神童”都一定能成大才，
但是，就总体而言，对培养尖端人才是十分有利、十分必要的。　　长期以来，在对孩子要不要实施
超常教育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意见分歧很大。有一种观点认为：要让孩子自然成长，不能拔苗助长
。有些孩子小时候虽然超常，但长大以后并不见得出大成果，未必就成才。一些专家通过调查举例说
，前几年培养的少年大学生，毕业后与其他普通大学生没有什么区别，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大的成
就。他们认为超常教育弊多利少，而且给孩子容易带来心理方面的问题，甚至会产生一些社会的问题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智力超常的孩子应该实施超常教育，因为通过超常教育可以早出人才，快出
人才，出尖端人才；超常教育方法与一般教育相比，可以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超
常儿童群体是人才的“富矿”，对人才“富矿”的早期开发，将产生低投入、高产出，短周期、高效
率的结果；同时，也有利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因此，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实际上，对智力优异
的儿童进行超常教育和培养，成才率是比较高的。根据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八中分别对培养的少年大
学生和中学少年班学生的追踪调查，有相当一部分少年班毕业生已经在所学习的领域里取得成就，有
的在从事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域里的交叉研究或实际工作，、由于他们年轻，智力又好，能力比较强，
往往能够另辟蹊径，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比如：　　13岁考进科大少年班的施展，毕业后在国外攻
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举攻克数学界著名难题“关于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30岁就已。成为法国居里
大学的博土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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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孪生博士》

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教育而不是天赋。　　——卡尔·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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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赠书. 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口无遮拦之人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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