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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钱学森之问”谈起，全方位、深层次地解析了钱学森成大才的原因。
作为一代杰出人才的代表，钱学森走向成功的足迹引发了我们无限的感慨。
在这样一种成长经历的背后，我们完全可以触摸到教育成就一位大才的脉络。
研究钱学森是如何成大才的，对于我们探讨成大才之道很有启发意义。
    钱学森的教育背景和教育体验很有实践性和指导性。
父母的特殊家教、中学开明教育下的成长以及优良的大学教育，特别是他在20世纪后半期的人生轨迹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存在，成为估量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的标杆之一。
钱学森一生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当代的民族英雄；而且他的言行事功为人们树立起了
一个见贤思齐的楷模，对教育界、学生父母和青少年学生，更是一种无声的教益、启迪和激励。
所以，钱学森的成长过程与学习历程很值得教育界、家长父母以及青少年学生去领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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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建军，男，1967年生于湖北，一个自以为非、不断追求卓越的人。
先是在研究所工作，后来在学校教书育人，再后来一直从事文字创作。
主要作品有《钱学森人生故事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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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钱学森有一个很懂现代教育的父亲钱学森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父亲钱均夫，名家治，祖籍杭州。
早年就读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899年肄业。
1902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
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
，1908年毕业。
后来，他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救中国。
1910年，钱均夫毅然回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传教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
191 1年和1913年，钱均夫两次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校长。
旋赴北京教育部任职多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1956年，钱均夫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员，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
史》等。
钱学森有一个很懂现代教育的父亲，在钱学森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人都是送去读私塾，他父亲
就让他上幼儿园，从那时开始，他接受到的都是在当时最先进的教育理念。
钱学森3岁随父母进京，来到北京以后他上过幼儿园、女师附小(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师大附小(今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附中。
钱学森就读的几所学校是当时教育质量最好的、一流的名校。
应该说，这一条由一系列名校组成的学习链条的设计师，就是作为教育家的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对年幼的钱学森管教非常严格而又得法，从小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
每天按时起床、就寝，按时复习功课和休息。
出门上学必须要衣着整洁，书包要整理得井井有条。
回家以后鞋袜、衣帽、书包放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规矩，不能乱来。
钱均夫认为，一个养成了有条理、做事不拖拉的好习惯的孩子，在学习、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
条不紊、循序渐进。
做作业、完成任务有计划，今日事情今日毕，都有助于孩子的成功。
这对钱学森后来在科学研究上井井有条、一丝不苟的作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事实证明，任何伟大的品格、超人的才能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日常小事上积累的结果。
不愿干小事的人必定干不了大事。
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
钱学森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钱均夫是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他为人忠厚，守正务实，富于爱国心；他国学根底深厚，并有广泛的文史爱好，博学多才且谦恭自守
。
他的脾气秉性造就了家庭和美的氛围，加上酷爱读书与实际精神，这些对钱学森的顺利成长起了大作
用。
在钱学森的眼中，父亲是他人生道路的引路人，父亲给了他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父亲帮他树立了
正确的思想、信念和追求。
孩子的成长、天才的培养绝对离不开父亲。
父爱是造就天才的关键。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爱和母爱有着各自不同的影响作用。
所以孩子最理想的人格是同时兼具了父爱和母爱两方面的内容。
现在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一些做父亲的往往忽视甚至放弃自己的教育责任，致使孩子所受的父性教育
严重不足。
这样的孩子容易形成所谓的“偏阴性格”，即脆弱、多愁善感、依赖性强。
父亲应“亲临”教育第一线，这样才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健康人格和自主能力，使孩子更快地适应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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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可以说，没有父亲那份执著的精神、严格的要求和深厚的关爱，是无法造就钱学森这样一位科学太师
的。
3.父亲认为艺术是健全人必须具有的一种修养钱学森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兴趣，并陶
冶出极高的艺术修养。
他的父亲钱均夫喜欢古典文学、诗书、绘画，是他的文学艺术方面启蒙老师。
钱学森在师大附小、师大附中读书时，不仅在科学技术，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受到了全面的教育，喜
欢书法，画水彩画、中国画，读古典文学，欣赏中外名曲。
那时候钱学森的家在北京西城胡同里的一处四合院。
从3岁到18岁高中毕业，钱学森一直生活在这里。
钱均夫用很大精力培养孩子。
抽出时间陪着儿子玩，给儿子买低幼读物，看图画，学认字，培养儿子的兴趣。
钱家位于一条极深极长的胡同里，门洞两边是青灰色的砖墙。
在两扇漆黑的大门上有两个大铜环。
大门里面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
四合院里种着很多花木，有春季开花的海棠，也有盛夏开花的石榴。
令钱学森最感兴趣的，是院子中央那口很大的雕花水缸种养着的荷花。
小时候的钱学森总爱围着那口水缸观察。
春末夏初，小荷花伸出水面的尖尖角，令他感叹万分；而夏天的阳光照耀下，那一把把巨伞般的荷叶
，也令他觉得十分神奇；特别是那圣洁的怒放的莲朵，更令他兴奋不已。
幼年钱学森，对荷花非常钟爱。
从钱学森幼年开始，他的父亲钱均夫就注意培养儿子对艺术的兴趣，钱均夫认为艺术是健全人必须具
有的一种修养。
父亲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学教育学，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让儿子学理工科，走技术强国
的路；另一方面又送儿子去学音乐、绘画等艺术课。
每到钱学森放寒、暑假之前，钱均夫便开始忙碌起来，提前为钱学森设计好了假期的“休假方案”。
暑假，他或是找人带着钱学森到郊外去，学习如何识别矿藏，接触一些地理知识；或是让钱学森自己
去野外抓蝴蝶，回家查资料，做成标本。
寒假来临，他会请朋友或找个老师，教钱学森画画⋯⋯念完中学后，口琴、摄影这些在同学看来很陌
生的事物，钱学森都已经人门了。
幼年钱学森爱画画儿，父亲钱均夫就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禹家学国画。
高希禹并非是一位普通老师，他后来成为一代国画大师，还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
钱学森学得非常认真，有几幅画作曾经得到高老师的夸奖。
钱均夫把儿子的画裱好，或者赠亲朋好友，或者挂在杭州老家的客厅里，可惜抗日战争时期，杭州沦
陷，那几幅画也失踪了。
钱学森不是画家，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创作”丢失也并不在意。
然而，他的一位远亲钱学文说，他曾经在香港一位朋友家看到钱学森作的画，想高价购买，但画主人
认为那是无价之宝，拒绝出售。
不过，钱均夫对儿子的教育，与现在的家长一味地让孩子学专长，动不动要求孩子这个考级、那个拿
证书相比，是大不一样的。
关键在于钱均夫的初衷是毫无功利心的，他不在乎儿子学得怎么样，只在于给钱学森提供些机会训练
逻辑思维和接受艺术熏陶。
作为教育家的钱均夫深深地懂得，教育是关系的科学，它与大量的事物和思想有自然的关系，必须在
音乐、绘画、摄影、书法、美术等多方面，培养儿子的兴趣，让儿子从小在这样的活生生的“书”中
，学习新的生存方式，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知识。
钱均夫相信，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是一个充满灵性和活力的人，同时，也肯定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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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么优越的条件，加之钱学森聪明好学、虚心进步，使得他以后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而且在
社会科学甚至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极高的修养。
这些知识同时又启迪了他在科学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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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
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
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　　——温家宝总理“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
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　　——钱学森与温家宝总理见面时的谈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只知道‘超女’，却不知道钱学森。
那么对青少年而言，究竟是该按照科教兴国的战略去描绘自己的前程，还是只须练好嗓子走一条‘出
名之路’呢？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梁小虹“钱学森是十年一遇的世界伟大科学家，超过一年一遇的一
般诺贝尔奖得主。
”　　——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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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学森成才10方略》：钱学森成大才成大事的秘诀亿万中国学生成长的箴言钱学森之问：“为什么
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引起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亿万学生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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