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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再来一个20年，还是素质教育10年前出版《素质教育在美国》时，我就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
大学的二把手）马林科维奇博士于1998年表达的观点：亚洲大学（特别提到中国）需要20年才能赶上
世界知名大学。
2010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博士说：“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
学最快需要20年。
”十多年过去了，还说再需要20年，而且是“最快”。
他嘴里说“最快20年”，心里的时间就不止20年。
至于多少年？
他没说。
他倒是说了：慢则50年⋯⋯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20年！
不少房地产老板搞教育，大干快上建学校，个把月便能竖几栋雄伟壮观的大楼，气势怪吓人的。
但真办教育，投进去三五年，连个回声都听不到，想抽腿，已成骑虎之势。
用“百年树人”来形容教育，可能有些夸张，但搞教育的喜欢说“20年”，似乎搞教育至少得20年，
不然不算数。
就像修铁路，以亿为基数，不然拿不出手。
斯坦福的前后两位校领导都以“20年”为计算单位，是信口开河还是有所依据？
有趣的是，1976年中美双方的教育考察团互访后，都曾预言：“经过20年的教育，中国的科技将超过
美国。
”预言大错特错是一回事，为什么说的也是20年？
这几个20年是否巧合？
我们来看看这个2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一共是16年，再加上
研究生教育，大致是20年。
我曾在《南方周末》上接连发表过两篇文章：《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和《一流的学生从哪里
来》。
后一篇是与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商榷：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以为，世界一流大学至少要具备四个一流：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
前三个“一流”，都可以通过举国的财力倾斜、世界范围的人才招揽于三五年，或者七八年内办到。
但“一流的学生”则必须扎扎实实地从基础教育抓起，否则北大不可能有一流的生源。
没有一流的生源，就根本不可能在四年内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进而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流的研究生。
我们也可以说，前三个“一流”，可以从别处“搬”来。
但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打基础。
这个基础是什么？
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这个基础是“搬”
不来的，每一块“基石”都必须自己去奠定。
迈阿密大学足球教练请我帮他在中国招一两个女足运动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培养智慧的孩子>>

内容概要

中国的家长都爱做一个神童梦，但往往无法为自己的孩子选一个神童的脑袋。
这是绝大多数家长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美国的天赋教育只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向每年统考成绩达到98％以上或者IQ(智商)达到130以上的学
生开放，比例为统考学生的2％～5％。
    天赋教育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精华，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大多经历过天赋教育。
    本书的特点是不过多纠缠why(为什么)的理论论述，而是侧重介绍和分析美国天赋教育的how(怎么
做)以及相当具体的what(做什么)，包括很多天赋教育的内容和细节，甚至还附有多个天赋教育的教案
，供读者参考，从而使得本书的可操作性和借鉴性很强。
    作者强调，天赋教育不是培养神童，不是通过各种补习班和才艺班将孩子制造成天才。
作者用轻松的阐述，让中国的家长和老师们相信，所有的孩子都有不同于他人的价值，应该通过家长
、老师的循循善诱，让孩子学会自己学习、自我教育，将孩子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培养“大智慧”的
孩子是基础教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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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一节着重谈的是培养孩子的创造性问题。
作为家庭教育的内容来说，培养创造性仅是其中一部分。
虽然这不是一本关于家庭教育的专著，为了便于结构全书，家庭教育的专章占的篇幅很小，但其他章
节所谈及的例子和内容，基本都可以用于家庭教育中的天赋教育。
同样道理，家庭教育谈及的例子和内容，如培养孩子的创造性等，也完全适用于学校教育。
“天赋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前面我曾提到：天赋天赋，上“天”之“赋”予也。
因此，“天赋”谁都有，多寡而已。
当我们把“天赋”看做每个人“先天的潜能”，天赋教育就是素质教育——通过教育的过程，把孩子
的天赋或潜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孩子的天赋或者说潜能会体现在很多方面。
但是，创造性思维是孩子的生命力。
当一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停止了，这个人就开始衰老。
这种“衰老”并不一定指生理方面，“衰老”也可以体现在心理方面。
因此，孩子也会“衰老”。
父母对孩子创造能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不少读者很感兴趣地问我：富有创造性的孩子都有些什么样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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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矿矿小学天赋班有个老师叫路易丝·舒尔茨（Lois Schultz）。
当时，我们刚搬家，要忙许多琐事，而且矿矿上的是小学六年级，马上要读初中，也就没怎么跟这所
小学打交道。
只是为矿矿进天赋班的事，与路易丝见了一次面。
那还是1996年夏天的事了。
五六年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路易丝从另一个城市打来的，她惊叫道：天赋班一个女孩的妈妈，一
大早从当天报纸的头版得知矿矿在中国出书的消息，就给她挂电话⋯⋯我忙解释道：矿矿出书的事，
我们谁也没说，保密了一年多，但当地媒体还是从其他渠道知道了。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电话里，我觉得她对天赋教育颇有心得，就说：“如果将来写天赋教育，有些事情还想请教您⋯⋯”
路易丝表现出极大兴趣。
又过了一两年，写作天赋教育渐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有过更多的接触，并且商谈了合作写书。
后来，我的《你离美国大学有多远——高考在美国》都出版了，路易丝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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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培养聪明的孩子和培养智慧的孩子，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区别，而且意味着两种教育观念的不同，
意味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否内化到自我教育的境界。
　　——《中国教育报》高级记者 李伦娥《培养智慧的孩子》所倡导的理念、所描述的故事、所介绍
的方法对实施新课程是一种很好的启示、一种有益的借鉴、一种及时的帮助。
　　——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陈祥春天赋教育不是培养神童，不是用一大堆书本把孩子压
趴下；天赋教育是给孩子一个恰当的、优越的教育条件，让孩子的潜能最大程度地变为现实。
　　——《家庭》杂志社资深记者 翟永存我们的教育所缺乏的就是对孩子天赋的认知，于是多少年来
实行的一刀切的教育，培养的是一个模子的人；而人们又盲目追求表面上的教育公平，不懂得创设一
个适合孩子天赋发展的教育环境是多么的重要。
　　——广州市执信中学副校长 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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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培养智慧的孩子:天赋教育在美国》：为什么中国孩子年年获各种奥赛金牌，但中国高校却无人获诺
贝尔奖？
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怎样培养“大智慧”的孩子？
中国的实验班教学，美国的天赋教育，美国“神童”练什么童子功？
“大智慧”的学生喜欢什么样的父母和老师？
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
中国的发展，取决于教育这块“短板”！
北京101中校长郭涵；北大附中原校长赵钰琳；广西南宁二中校长何伟萍；广东深圳中学校长王占宝；
广州市执信中学副校长张水平；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钟明华；北大附中副校长全国模范数师
张思明；啥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沙洪浮；辽亍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张晓辉；辽宁师范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李宝贵；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刚平联合推荐。
 人气热卖教育类图书：全班55%怎样考上北大清华?  孙维刚教育文丛 62折起，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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