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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短的诗， 竟可以这样美， 甚至催泪！ 由
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 2015 全球华语大学生短
诗大赛日前发布评选结果 。 108 位优异者从
2.3 万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 分获 特 等 和 一 、
二、 三等奖。

在诗歌已成小众的今天， 这场浩大的诗歌
比赛让我们看到， 在菁菁校园， 诗歌的小火苗
仍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诗歌的火种未灭， 诗歌
还将燎原。 来看看从这次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几
首短诗吧———

我是使爸妈衰老的诸多事件之一

我是使爸妈衰老的诸多事件之一
职称、 房贷、 牛肉的价格
我跻身其中， 最为持久
我是这对中年夫妻唯一相符的病症
共同的疾患， 二十三年来
无时不在考验他们的婚姻
我差不多就是耐性本身
我是疲惫的侧面、 谩骂的间歇
我是流水中较大的那块石头
将眼泪分成两份

脱脱不花 北京大学

等

三岁时，
你说让我等你五分钟。
二十三岁时，
你却还没回来。
爸， 我现在不要马路对面的冰糖葫芦了。

罗俊鹏 上海交通大学

新生活

不要让面孔出现在新闻报道里， 不要让青
菜

粘上雪花膏的味道。 下午五点， 她从广场
上回来

毛衣上， 有腰间盘突出的痕渍

孩子还没回家。 她下厨房， 为双手换上另
一套

节拍———不同于广场上的、 过于喧嚣的节
拍：

向上， 向上举， 转个圈， 一二， 一二三…

她感到自己年轻了二十岁， 像某种打扮靓
丽的商品

在橱窗前敞开自己， 被目光遴选———
而在饭桌前， 她喋喋不休地摊开自己
全部的皱纹， 想要缓释空气中肿胀的亲情

午夜， 她被月色惊醒， 卧在身旁的男人
还在熟睡。 她按动散发诱惑的遥控器
睁大了眼睛， 像试衣镜前的孩童
为每一个新身份战栗不已

炎拓 北京大学

秋日书

我想跟你谈谈蜜蜂的唱针
枝杈的吻痕
曾密布在春光里
突然惊醒忍痛的人

我想跟你谈谈倾斜的鸟巢
风中半开的门
湖水如何涌进远方的信封
时间如何擦亮旧桌椅上的灰尘

我想跟你谈谈世上最伟大的学问
在秋天学习做一名诗人
像无用的光线撕开一页页早晨
像雪白的火举高我害羞的一生

邓梦园 白城师范学院

比如， 青海

很多地方还没抵达， 比如： 青海
地图上的空旷， 小于一个省的慈悲与信仰
比如： 牧场。 一匹打着响鼻的马
把蹄子伸进草原的心脏
比如云朵， 伸出太阳
天空， 在一只鹰的翅膀上搁浅
比如： 二十四个小时的车程
闪电和雷声回应着孤独， 惟独雨声在窗外
走着

程川 陕西理工学院

大学校园，
诗歌小火苗如此耀眼

美国对天赋儿童的识别和教育带来的启示———

重视儿童的 “天赋兑现”

什么是 “有天赋的儿童” (Gifted and
Talented) ？ 传 统 观 念 里 的 第 一 反 应 就 是

“神童” 和 “天才”， 因而给人的错觉是万

里挑一， 与大多数人并无关系。
研究和实践都表明， 使用这个传统的

狭隘定义， 一大批孩子可能因为表面上的

“成绩够好了” 而得不到足够关注， 失去其

应得的另一种学习 权 利 ， 只 能 随 波 逐 流 。
由此而形成的， 不是小鸟飞不过沧海， 而

是我们只让他面对了河流。

就像一粒种子从生根发芽到茁壮成长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环境一样， 创新人才从孩提到成人的系统培育， 也需要适宜的

文化土壤。
“有天赋的儿童”， 这个极易成为创新拔尖人才的群体， 如何对其进行科学识别、 因材施教， 历来是教育界的热门话

题， 也是难题。 在中国， 天赋儿童很容易直接和 “天才少年”、 “神童” 划上等号———关注的目光从来不缺， 但个性化、 有

成效的人才培养方案却稍嫌不足。
须知， 让天赋儿童健康成长、 发挥所长， 不仅有助于其个人发展，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充实、 丰富国家的人力资源库，

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美国对天赋儿童的教育问题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眼下， 一些全新的科学研究结果正在催生对 “天
才少年” 培养的全新实验， 刷新了人们对 “天才少年” 的传统认知。 可以说， 美国在识别、 培养天赋儿童方面的实践经验，
对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编者

Javis 基金在美国南卡罗莱
纳州的一所公立学校做过一个为期
三年的 “突破计划” 实验： 在语言
和科学两个方面给所有的学生添加
少量 “天赋儿童” 课程模块。 3 年
后， 所有学生的学习成绩都有了明
显提高。 细分来看， 学习成绩上、
中、 下三段的学生都有了提升。

最后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是： “天赋儿

童教育” 是否和大多数的家长无关？ 我自己

就问过 Lara， 很多家长因为害怕被旁人看成

是自负的， 自以为孩子与众不同， 因而不敢

谈论此问题。 有些家长则觉得与自己无关。
她的回答倒是让我茅塞顿开。 越来越多的研

究表明， 让所有的孩子接触原本为天赋儿童

设计的教学内容， 会让每个孩子从不同程度

上受益。 这并非是让孩子做更难的习题， 学

更艰深的内容， 而是在所有课目中给孩子提

供更多的分析、 思考和创造的机会。
Javis 基金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公立学校

做过为期三年的 “突破计划” 实验。 该项实

验 选 中 了 3 个 低 收 入 家 庭 占 90%以 上 的 ，
并且以少数族裔为主的公立学校。 选择这样

的学校， 就是要挑战大家的成见： 天赋儿童

是否只出现在一定层次的家庭； 天赋儿童的

教育内容是否可以帮助到所有人。 该计划培

训其老师在语言和科学两个方面给所有的学

生添加 “天赋儿童” 课程模块， 要求学生运

用更抽象的概念、 更复杂的思维技巧， 围绕

一个问题进行更深的探索。
这些模块只是在一般课程之上的 “小量

加餐”， 每年每个课目 3-6 周时间。 即使用

这样少的量， 3 年下来， 所有学生的学习成

绩都有了明显提高 。 细分来看 ， 学习成绩

上、 中、 下三段的学生都有了提升。 同时，
从学校里被发掘的天赋儿童数量急剧跳升。
教师们的心态获得了极大的改变。 老师从学

生身上发现了原本以为他们根本不会做到的

事、 不会想到的层次。 大家开始思考， 是否

应该把精力从天赋儿童选拔的争议上， 转移

到教材和教学的全面提升上？ 也许当所有的

孩子， 包括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都享受到更

科学的教育方法、 更高挑战的教育内容， 他

们的天赋才真正会浮现。
这样的做法已经在美国某些地区具体实

施了。 弗吉尼亚州， 毗邻华盛顿特区的费尔

法克斯县 （Fairfax County）， 其公立学校系

统就已经让所有小学生参与 “高阶学习计

划 ” （Advanced Academic Program） 的 第

一阶段。 这一阶段贯穿小学 6 年， 共 9 门关

于 “思维方式” 的课程， 这些课程融合在常

规的教学课程中， 作为对普通教材的丰富和

延伸。 比如， 结合社会学、 历史、 语言、 科

学等课目教授类比、 质疑、 决策、 换位等思

考方式。 在这些课程中， 老师会收集每个学

生的信息 ， 寻找在某个课目上有潜力的学

生， 给予更多的单课目延伸教育。 在此基础

上再次选拔出的少数学生， 可以接受更长时

间的高阶学习， 并一直延续至高中毕业。
看到这些课程， 不禁让我联想起儿时在

实验学校上过的一些课。 比如在一年级的儿

童哲学课上， 老师让我们探讨 “为什么人不

可以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给我们读意识

流小说和现代诗， 让我们上台即兴作诗， 即

兴辩论。 回想起来， 我简直惊讶于一年级孩

子的理解力。 所有孩子， 无论是调皮的还是

害羞的， 都很喜欢这门课。 我一路以来对哲

学留下的印象是有趣好玩， 充满美感。 中学

的文科交汇活动， 由上海历史博物馆的讲解

员来给孩子上瓷器 、 青铜 、 书画的赏析课

程， 并带去博物馆参观， 每次细看一个馆，
再由历史老师补充知识， 语文老师辅导写作

观后感 。 对中学生来说 ， 或许听得一知半

解， 但却从此让我对 “文史博” 有了自发而

长久的热爱。
由此想到， 现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给教

育减负 。 减少标准考试压力是个正确的方

向， 只是在减负过程中增加了什么？ 是否减

去了机械的考试但是增加了更多的思考、 分

析和创造的机会？ 美国对天赋儿童的教育内

容， 我们是否也可以借鉴一下， 或许会对所

有的学生有益处。
关于天赋儿童教育 ， 这里只是初步探

讨。 美国虽然研究和实践比中国更多些， 但

也是刚刚起步， 在这上面分配的教育经费也

还远远不够。 在这里我只希望能解除疑惑，
激发思考， 以正确的心态借鉴别人的做法。
而对于子女， 我只想他们能做最好的自己。
这便是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了吧。

（作者系美国联邦注册会计师、 沃顿商
学院金融 MBA、 威廉玛丽大学财务硕士研
究生、 先后任职于美国安永、 花旗投资、 和
贝恩战略咨询公司）

美国对 “有天赋的 儿 童 ”
是怎样定义的呢 ？ 简单说来 ， 就
是在某个领域有显著特长的孩
子 ， 而一般的学校教育满足不了
他们的需求 。 这其实涵盖了一大
批孩子。

我和我先生儿时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

先生在小学二年级时就由母亲教完了整个

小学六年的数学。 由于担心对孩子心理上

的不良影响， 父母没有让他跳级 ， 但当时

的学校也没有资源来特别照顾他 。 由于在

学业上失去了挑战和兴趣， 他经历了几年

“荒废期”。
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有幸受益于上

海 最 早 的 、 小 规 模 的 “高 天 资 儿 童 教 育 ”
实验 。 这是个大胆的探索， 但缺乏更高层

面的系统研究和规划， 我亲历了其中的利

弊。 我也有过和我先生类似的经历 ， 因为

觉得有些课乏味而被老师请出教室 。 我之

后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不得不钦佩于他们

在教育上相对于中国而言， 研究得更为系

统、 严谨和超前。 这并不是贬低中国的教

育。 中国教育之长处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我和我先生在儿时遇到的问题 ， 中国

并没有很重视， 然而美国已经系统研究了

几十年，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有天赋儿童”
的 教 育 问 题 (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我不禁想， 如果像我和我先生在孩提

时能受到更适合的教育， 也就是说 ， 采取

一种全新的重视方法， 在接受教育的窗口

期， 让 “儿童的天赋兑现”， 是否人生会更

不一样呢？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 ， 会获

得更加丰富的各类人才资源！
但每次谈到这个话题 ， 我都有很多困

惑和犹豫： 谈论这个是否显得太自负了呢？
是否与多数人无关？ 又是否无形中给予下

一代孩子太大的压力？
机 缘 巧 合 ， 我 的 一 位 朋 友 Lara W

Kessler 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
专攻天赋儿童的教育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这里我就粗浅地谈一下我在与

她的访谈和我的阅读中， 所解开的疑惑和

得到的启示。
美国联邦层面对 “有天赋的儿童” 是怎

样定义的呢？ “相比同龄儿童或青年， 在某

个方面有明显的、 更突出的能力， 或显示出

有突出能力的潜质。 这些方面可以包括智

力、 创造力、 艺术潜质、 领导力或其他特定

的学术领域。 这些儿童或青年需要学校提供

一般课程以外的帮助。” 简单说来， 就是在

某个领域有显著特长的孩子 （除了体育之

外， 因为体育特长在美国传统上就很受重

视）， 一般的学校教育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
这其实涵盖了一大批孩子。 美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把天赋儿童教育作为重点研究方

向之一， 很多大学都设有天赋儿童教育研究

中心。 从联邦和州政府都专项拨款和专人负

责天赋儿童教育。 很多州立法规定 ， 每个

公立学校必须开办 “天赋儿童教育计划 ”。
各个州有 10%左右的儿童得到了天赋儿童

的特殊教育。 Lara 本人就供职于联邦 Javis
基金项下， 在美国地方公立学校辅导老师

们开展 “天赋儿童教育计划”。

在上世纪 60 年代 ， 美国与
苏联在冷战的太空竞赛时期 ， 就
曾大力投入天赋儿童教育 。 后
来的研究表明 ， 这个时期的美
国在科学和创新的爆发式发展 ，
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天赋儿童的
重视。

对天赋儿童的教育为什么会在美国受

到重视呢？ 从他们的一份国家人才研究报

告中， 就可以看到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
其一， 这些儿童因为成绩不错而不在

老师的重点关心范围之内。 他们的需求根

本没有得到满足， 也没有获得相应的挑战。
小学里 “有天赋的儿童” 在学年开始前就

已经掌握了五门基本课里的 30%-50%。 大

多 数 老 师 在 课 堂 上 对 于 “有 天 赋 的 儿 童 ”
基本无暇照顾。 美国高中 “名人榜 ” 上成

绩最优秀的孩子每天学习时间不到 1 小时。
这说明他们不用努力就可以拿高分。

其二， 这些儿童常常觉得上课简单乏

味， 因而将其多余的精力转化成了破坏力。
他们比一般孩子更容易被误解为性格顽劣、
不求上进。

其三， 这些儿童在社交和情感上更容

易受挫。 他们往往因思想早熟很难与同龄

人有共鸣， 倾向于和大孩子交朋友 ， 但却

不一定被大孩子们接受。 他们也经常会被

嘲笑是书呆子， 或被认为是清高孤傲 ， 从

而影响他们培养正常的社交能力。
另外， 这样的孩子除了想得更深 ， 对

各种信息也更敏感。 父母和老师的感情起

伏， 周遭一些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事 ， 都

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忧虑和压力。
所以从孩子的角度来说 ， 天赋儿童并

没有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 因为 ， 真正的

平等不仅仅是把学习困难的孩子拉到平均

水 平 ， 而 是 让 所 有 孩 子 的 需 求 得 到 满 足 ，
潜能得到开发。 而且， 某些天赋儿童如果

没有得到恰当的引导， 还会因为自己的与

众不同而严重受挫。

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来看 ， 80%的创

新 和 突 破 往 往 来 自 于 20%的 最 优 秀 的 人

才 。 在 上 世 纪 60 年 代 ， 美 国 与 苏 联 在 冷

战的太空竞赛时期， 就曾通过 “以教育助

防 御 ” 法 案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大力投入天赋儿童教育 。 根据美国

80 年代的研究表明， 他们在该时期科学和

创新的爆发式发展， 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

天赋儿童的重视。 可见， 这是一项多么值

得高度重视的国家战略 。 因而在 2010 年 ，
美 国 科 学 协 会 （National Science Board）
认为， 美国现今在创新领域反而弥漫着一

股骄傲自满情绪， 呼吁国家重新重视起天

赋儿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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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在过去 10 年中有多个
研究报告提出同一个观点 ： 在学
业上有天赋的儿童缺少像体育苗
子一样接受的心理训练 。 研究者
把天赋 、 毅力 、 心理素质等各种
成功要素与儿童成人之后的成就
做统计分析 ， 没有一项研究不承
认心理素质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从数据和逻辑上 ， 我们可以看出天赋

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 但对这个话题难免还

存在很多的疑问和误解。
一个误解是 ， 若儿童确有天赋 ， 就如

金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发光 ， 他们自然会成

功 ， 无需帮助 。 美国天赋儿童教育协会是

用一句话回答的 ： 再优秀的运动员 ， 没有

一个好教练也无法去奥运会 。 一个有天赋

的儿童就如一个好的体育苗子 。 这棵苗子

的成长 ， 没有特殊的训练和社会的系统帮

助， 很难实现。
另一个疑问是 ， 有天赋的儿童是否可

以被准确 、 公正地选拔 ？ 以智商测试为唯

一选拔标准的做法是显然过时了 。 儿童的

天赋潜质还可能在创造力 、 艺术能力 、 领

导力等等方面 。 另有些天赋儿童是有着与

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 比如 ， 别的孩子觉得

过于抽象乏味的内容 ， 他们可能会学得孜

孜不倦 ， 或是对某方面的学习有着超出一

般孩子的热情和毅力 。 美国教育界反复强

调的是 ， 要注重在某方面的潜质而不是局

限于现有的成绩 。 不过这些听起来都相对

模糊灵活 ， 所以每个州 ， 每个市 ，
或是每个学区都有自己的一套做

法 ， 但总 体 遵 循 的 规 律 是 ： 提

供丰富多样的 、 更具挑战性的

学习机会给孩子 ， 在观察中发

掘孩子的天赋。 （注： 下文还

会讲到最新的趋势， 也与发

掘天赋儿童有关。）
另 一 个 不 可 避 免 的 疑

问是 ， 过多 的 关 注 会 否 给

有 天 赋 的 孩 子 造 成 不 健 康

的压力 ？ 天才少年不堪重负过早陨落的故

事 使 每 个 家 长 对 这 个 话 题 都 有 一 份 恐 惧 。
美国在过去 10 年中有多个研究报告提出了

同一个观点 ： 在学业上有天赋的儿童缺少

像体育苗子一样接受的心理训练 。 研究者

把天赋 、 毅力 、 心理素质等各种成功要素

与儿童成人之后的成就做统计分析 ， 没有

一项研究不承认心理素质所起到的决定性

作用 。 更深入的研究表明 ， 从潜质转化到

能力 ， 再转化到专长 ， 最后到成就 ， 每一

个 阶 段 所 需 要 的 心 理 能 力 是 显 著 不 同 的 。
可是心理训练往往只在孩子出问题的时候

才用来干预， 而不是一贯的重点学习课目。
反观体育训练 ， 运动员的心理素质是教练

极其重视的一课 ， 是在日常训练和每一个

小赛大赛中培养出来的。 音乐家也是如此，
音乐学院的导师们往往担当着心理教育的

角色。
其实 ， 老师和家长本身也缺乏心理教

育的培训 。 如何让孩子以适合自己的步调

和强度来学习 ， 如何让他们喜爱上这个努

力的过程而不是只求结果 ， 这些都是我们

要不断研究的 。 但不能因噎废食 ， 对孩子

的天赋避而不谈。

■宋亦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