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類的發展史上，經常出現關於“神童”的記載。在現代教育

領域，有關“神童”的培養和教育，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那

麼，究竟“神童”是甚麼樣的兒童？我們在這裡要研究的，不是指具

有人體特異功能的兒童，而是通常被大家認為是智力優異的兒童，或

稱作為“天才兒童”、“超常兒童”。

何謂“神童”
所謂“神童”、“超常”、“天才”，是相對於具有普通智力的兒童

而言。根據中外大量研究結果表明，智力優異兒童約佔兒童群體的1 %

∼3 %。按這個比例估計，中國每年同年齡段學生中，大約有2 0萬∼6 0

萬智力特別優異的兒童。如果把六歲以前定為學齡前兒童，仍然按照

這個比例計算，那麼粗略估計，目前中國有1 8 0萬名左右智力優異的學

齡前兒童。

由於智力優異兒童的思維和行為往往與其他普通孩子有所不同，

甚至會有一些古怪的、不可思議的表現，使得很多人對這些孩子的超

常現象感到不可理解，覺得很神秘；因此，稱這些孩子為“神童”。其

實，“神童”並不“神”，通過對一些“神童”現象的分析，可以看

到，“神童”一般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智商比較高、很聰明，

早期開發也比較好的孩子；還有一種是智商儘管不是十分高，但由於

早期開發比較好，表現出能力很強的孩子。

對於這些孩子，我們並不陌生，我們常常可以感覺到他們與眾不

同，聰明機靈，思維敏捷，能力很強。經常聽到有些大人評價孩子

說：“這個孩子特別靈”，“這個孩子反應快，學甚麼都快”，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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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智力超常。就從智力這個方面來說，我們把這些智力優異的所

謂“天才”兒童、“超常”兒童也都稱為“神童”吧。

因此，如果你發現了很聰明的孩子，可能他就是“神童”；只要

你平時注意觀察和了解孩子，也許在你周圍的孩子當中可能就有“神

童”；甚至，你的孩子就是“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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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神童”，自然要聯繫到超常教育，很多人認為“神童”是

超常教育的結果。其實不然，“神童”實際上是由先天條件加上早期

開發所形成的。一個孩子先天條件很好，如果不實施超常教育，可能

會喪失智力優勢；只有實施了超常教育，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天才。但

是，對孩子實施超常教育是有條件的，並不是每個孩子都可以進行超

常教育的。

非一般的教育
那麼，甚麼是超常教育？我們現在所研究的超常教育，實際上是

一種教育、培養孩子的特殊方法，所謂“超常”，是指突破常規的教育

模式，採用了超越一般教育過程的方法。

超常教育與常規教育相比，主要區別在於對孩子學習的進度要求

大大加快，學習的難度大大增加。因此，實施超常教育後的孩子，往

往要比常規教育的孩子提前幾年掌握中學和小學應該學習的基礎知

識，而且所學知識的深度和廣度也要超過常規教育的孩子。由於在教

學上進度快、知識難度大，因此，對被實施超常教育的孩子，要求其

必須有優秀的品質，有超常的智力，有很強的能力，有強健的體質，

否則無法跟上超常教育的節奏，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來自專家的研究和實踐經驗表明，對孩子的超常教育要盡早實

施，才能取得成功。但是，超常教育不是早期教育，兩者有著本質的

區別。早期教育通常是被認為在三歲之前或者是學齡前（六歲之前），

對孩子實施的教育，是給孩子打基礎的教育，對每個孩子都可以進

行，甚至是必須進行的教育。而超常教育往往是在早期教育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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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繼續實施的教育，是根據孩子的具體情況，有選擇的教育，不是人

人都能夠接受的教育。即使孩子智商很高，很有天賦，但是，如果早

期教育沒有搞好，尤其在非智力因素方面沒有打好基礎，在這種情況

下進行超常教育，就有可能是拔苗助長，沒有好的效果。

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超常教育”與“素質教育”的關係。近些

年來，對素質教育問題的討論比較多，到底甚麼是“素質教育”？有

些家長說了：我的孩子舞蹈、繪畫、外語、書法，有甚麼學甚麼，樣

樣都學，各方面一起培養，這還不叫素質教育嗎？有的說孩子的素質

教育與家庭關係不大，關鍵取決於教育制度；但也有人認為在現行條

件下，關鍵還是老師起作用。雖然也有過不少關於“素質教育”成功

例子的報道，但是很多觀點目前還在研究之中，大多數學生和家長面

對“素質教育”，感到十分茫然。

實際上，推出“素質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消除“應試教育”的

弊端，倡導以提高學生素質為核心進行教育，防止孩子出現“高分低

能”的現象。超常教育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為了加快學習進度和加大

難度，但從本質上看，是為一批特殊的孩子選擇一種更加合適的學習

方法，來提高孩子的能力和綜合素質。雖然兩種教育方法都是以提高

孩子的能力和素質為基本目的，但超常教育的物件有所區別。

超常教育的物件是少數“尖子”學生，素質教育仍然是面對多數普

通學生。實踐表明，對智力優異兒童進行超常教育，既達到了提高素質

的目的，同時也消除了應試教育的弊端。凡是受過超常教育的孩子，不

會只為了應付考試而去學習，他們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很高的，而

且也從不懼怕考試，往往越是考試，越能激發出學習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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