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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期四年的起常儿童的教育实验，详细考察 j超常儿童在特殊班垃 教 育 条 

件下的学习潜力、认知和个性发展及身体发育等情况。结果显示，这种教育彤式 

既适应 j超常儿童较大的学习潜力，促进 了他们认知的进一步发展，激发 了他们 

积极的个性特征，而且身体发育豇好。从而证明，特殊班级的集体教育对 中学阶 

段的起常儿童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形式。 

美键词i超常儿童，教 育实验，发展潜 力，认知发展，个性特征 

一

、 前 言 

1978年我国研究者开始对超常儿童开展协作研究。在 1984年研究者对五年协 作研 

究的阶段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通过了专家鉴定。．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深入探讨 

的方案，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超常儿童进行集体教育的实验。 

本研究提出的主要根据是，通过多年对超常儿童的个案追踪研究及对超常与 常态 儿 

童认知能力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超常儿童不仅有比同龄常态儿童大得多的学习潜力， 

而且在认知和个性特征等方面有着一些明显不同的特点 ]。由于超常儿童在常规班受教 

育不能满足需要，不剥于他们的发展，需要有适合他们潜力和特点的特殊教育。国外对超 

常儿童的教育不仅允许提前入学跳级，组织课外的丰富教育活动，还办有多种特殊班或学 

校 。我国在前五年仅个别大学(中国科大)创办了少年班，破格录取超常少年入大 学 

学 习。在中小学对超常儿童的教育主要是提前入学或跳级插班，这种教育形式尽 管也 促 

进了超常儿童的发展，但受益范 围有 限。因此，研究者决定与一些学校台作建立超常儿童 

特殊班，探讨对超常儿童进行 集体教育的可能性和教学效果。 

经过前几年对超常儿童的鉴别，研究者从方法学上总结了对超常儿童鉴别的原则和 

程序。并完成了 鉴别超常儿童认知能力测验 的编制 ，为在较大范围鉴别选拔超常儿 

童准备了条件。 

中学阶段的超常儿童，正是从童年碗期向青年初期过渡的少年时期。少年期在 人的 

一 生发展中是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是超常儿童树理想立大志的时期，他们的生 理和 

】) 奉 立于 ]993年 4月 1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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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都要经历迅速而重要的变化。这个时期如果能根据他们的需要、水平和特点进行适 

合的教育，不仅可以促进他们智力和才能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生方 

向，选择适合的专业领域。对他们未来成才将有深远影响。当时我国对中学超常儿童的集 

体教育尚属空白，我们便与北京第八中学合作，建立了一个中学超常儿童实验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对超常儿童进行教育干予的条件下，较系统全面地深入探讨 

超常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检验对超常儿童个案追踪研究工作，从超常与常态儿童认知的 

比较研究中总结有关智能发展的理论；并为探讨中学阶段超常儿童集体教育的可行性和 

有效性提供心理学依据。 

二、研 究 方 法 

(一)鉴别选拔超常儿童，建立实验班 

研究者根据鉴别超常儿童的四项原则和鉴别程序，运用 《鉴别超常儿童认知能力测 

验》，并配合语文和数学知识测验对 700名报名儿童进行筛选。通过综合浮定选出 35名 

(男生 25人，女生 10^)，成立了超常儿童实验班 。这班学生平均年龄为 10岁10个月， 

最大不超过 11岁，最小为 8岁。文化程度不低于小学四年级 (少数为五、六年级)。入学 

时用中国比纳量表施测，平均智商为 1 38．6，最高为 159，最低为 119。 

(二)教育实验 

本教育实验自1985年 8月至1989年 8月，是为期四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中以教育 

实验为主，在变革教育干予的条件下进行研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根据不同需要选用测 

验、问卷、观察、谈话、作业分析、训练实验以及相关测量等多种具体研究方珐。 

教育实验的自变量：根据学生的智力水平和个性特征等实际情况，在学制安排、课程 

设置、教材教法选择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变革。包括学制四年(初中和高中各两年)j科学 

设置课程(除大纲规定的课程外，增设选修课，增加体育课对等)}大胆改革教材体系，突出 

基本原理、注重培养能力}严格控制学生负担，实验班四年总课时比大纲规定的中学总课 

时减少46嘶。同时加强德育和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保证学生德智体得以全面发展” 。 

教育实验的反应变量从下列方面进行考查： 

1．学习成绩 各学科每学期的测验成绩，两年和四年毕业对各科测验成绩。将逸些 

成绩与本校或北京市同届毕业班成绩进行比较。 

2．智力发展 定期选用智力测验对全班学生进行测量。入学初用 “中国比辅智力量 

表粉两年学习结束(相当于初中毕业)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四年学习结束前(相当于高中 

毕业)用第二套认知能力测验等进行测查。 

3．个性特征 运用儿童性格问卷(入学初)，理想调查(两年结束)，少年非智力个性问 

卷(四年毕业)，并参考教师个性评判等方法，了解学生品德及个性特征发展变化。 

4．身体发育 定期对学生身体形态发育(身高、体重、胸围)、生理机能 (肺活量)及体 

育水平(6O米跑、耐力跑、立定跳远、单杠等)进行测量。形态和机能每年测两次，体育水 

平每两年测一次。 

(三)教育实验的实施 

实验班的作息制度与北京八中其它班基本相同，并参加全校性的集体活动。在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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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境中，按照教育实验方案和具体教学计划进行实验。 

三、结 果 和 分 析 

四年救育实验取得了多方面的结果，已从不同方面总结写成十几篇研究报告。本文 

将其主要工作进行整理，以说明教育实验的效果。 

(一)学习成绩方面 

实验班学生反应决接受能力强。有一人仅学习三年就提前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26 

人以四年的时间学完了自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全部课程。参加高孝总平均成绩比 

同校高三毕业班的总平均成绩高出 35．80分。其中语文 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高于西 

城区平均分最高分的学校(市重点)。数学和牝学成绩还高于北京市(西城区)均分最高的 

学校 。详见表 1。这些学生个人的高考总分都高于高孝理科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升 

入各大学深造。他们的平均年龄 14岁4个月，最大的 15岁，最小的 l1岁。这个班有五 

名学生是五年毕业，也都孝上重点大学。 

表 1 超常班与同届高三毕业班高考各科成绩比较(平均分) 

此外，该班学生在校期间多次参加各种学科竞赛，有 45人次获得国家级、市级或区级 

的奖励 

(=)认知发展方面 

本研究中我们重点考察和分析了这班学生四年教育进程中思维方面的发 展。 

在编制和选择测验时，着重考虑以下三点；(1)测验指标要兼顾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 

维两个方面；(2)测验的难度增大，(3)对比班设立同龄常态班和同年级高年龄班，以便详 

细比较分析。逻辑思维方面我们仍是选择类比推理，以便与入学时测验一致。 

1．类比推理测验 

我们采用了类比推理的第二套测验，这套测验是第一套 (该班学生入学时用过的)类 

比推理测验的变式。但题量增多，难度加大，适用年龄延长至 17岁。测查结果列在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出，实验班学生各项类比推理成绩不仅高于同龄重点学校的对比班学生，且高 

于比他们大四岁的高中班学生。 

表 2 实验班与同龄对比班学生三种类比推理测验平均值比较 

·P<O．O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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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造性思维测验 

我们选用了两项创造性思维测验‘对实验班学生作了铡查。结果包括t 

(1)图形刨造性思维测验 

本测验有两个题，分别给学生呈现 30个几何图形，要求学生在 6分钟内，尽可能多地 

选择四个图形，构成图形类比关系‘。表 4和表 5是实验班学生与同龄对比班和高三对比 

班学生平均成绩的比较 

表 4 实验班与对比班学生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备指标比较 

·P<0．05 ··P<O．Ol ⋯ P<o．ool 

可以看出，实验班学生的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成绩，不论是总体得分或分性别比较， 

都显著高于同龄对比班学生，多数变量的总均分也明显高于高三对比班学生。 

(2)创造性构成等式测验 

这一测验有两个题，分别呈现6个数字，要求学生按照规定要求，在 6分钟内尽可能 

- 过商个鞋瞳置是从袅帆与稿每岳柞研究中一组技木越遣力冀瞳中选出的． 

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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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构成数学上正确的各种等式。结果列于表 6。 

表 6 实验班与同龄对比班学生构成等式测验的各指标比较 

·P<0．O5 ··P<0．D1 ⋯ P<O．001 

从表 6可以看出，实验班学生创造性构成等式的 6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同龄对比班。并 

与高三对比班学生的水平接近。 

根据上述两项创造性思维测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1)实验班学生各项创造性思 

维测验成绩明显优于同龄对比班学生；(2)实验班学生各项创造性成绩不仅没有低于比他 

们大 3～5岁的高三年级对比班学生，且其中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还高于高三班学生。由 

此可见，通过四年集体学习，实验班学生的学业成绩达到了高中毕业水平，他们的思维(包 

括逻辑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能力也得到了优异发展。 

(三)个性特征 一 

我们用 少年非智力个性特征问卷 ” 对实验班学生进行了测查。问卷内容包括I 拖 

负、独立性、好胜心、坚持性、求知欲及自我意识六个方面。同时，请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对 

学生进行评定。发现学生自评和教师评定一致的只有 11人，占39．3嘶。学生自评偏低的 

有 15人，占 53．57％；偏高的有 2人，占7．14％。 

我们将学生自评与教师评定一致的学生的各项非智力个性特征的平均成绩与一同年 

龄普通班学生的 自评得分做了比较。发现实验班学生的抱 负、独立性、好胜心、求知欲几 

个方面以及个性问卷总分都明显高于常态对比班学生。 

关于自评明显偏低于教师评定的学生，我们对他们的问卷记录进行了逐个分折，并与 

学生进行了深入交谈，发现学生自评偏低的原因有。 

1．学生对 自己要求过严。在有些问题上尽管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努力和成绩，但他们 

对自己不作完全肯定的评价。 

2．在这个优秀学生集中的班上，原来在小学一贯名列前茅的三好学生，有不 少学生不 

再“名列前茅”了，这些学生对 在考试中我总是名刊前茅 之类的问题，只能作出否定回 

答。 

3．学生个性特征发展不够平衡，窘我意识发展方面不少人与常态班学生无显著性差 

异，显得 自我评价不够准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学生个性特征的评定比较复杂，不同的时间，环境和条件会 

导致不同的主观态度，都有可能影响自我评定。所以，仅用自评个性特征问卷是不垒面的． 

要结合其它方法，才能客观地评信学生的个性特征。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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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将实验班学生个性特征问卷的成绩与他们各科学习成绩做了相关分析(见丧 

7)。发现两者相关非常明显。尤其是与学习成绩的总分、数学、外语和物理的相关达到 

了 p<O．01的显著水平。这班学生大多数优势在数理方面，外语也很突出。相对来说，语文 

是一弱项。在表 7中语文成绩与个性的多数特征的相关不显著。 

表 7 学生非智力个性特征与各科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 

·P<0．o5 ··P<0．ol 

不难看出，学生在学业上能取得优异成绩与他们富有理想、有抱负 好胜心、独立性 

求知欲等个性特征较好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四)身体美育 

1985年实验班学生入学时，对他们做了身体形态、生理机能和体育水平几方面的测 

查，发现在八项指标中有 5项(身高 体重、胸围 5O米冲刺、耐力跑)低于北京市同年龄组 

的平均值。第一次短跑 7O嘶的学生的成绩只有 40~50分；50 x 8的折返跑成绩 9O如低 

于北京市 的均值。 

在整个教育实验中，学校注意安排体育训练，增加了体育课时。每周5节课，2节完 

成大纲规定的内容；其余 3节组织丰富多彩体育活动，如游泳、划船、远足等。体育教师在 

体育教学中注意激发学生兴趣，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使学生身体发育逐年增长。 

1989年再次测查时，实验班学生全部八项指标都优于北京的同龄人的平均值。14岁 

男生组(17人，占全班 6O．7嘶)在身高、体重、胸围 肺活量 5O米跑、1000米跑、立定跳远和 

单杠引体向上等项目的成绩，不仅高于北京市也高于全国同龄人的平均值 “。 学生在四 

年的学习生活中始终保持了高的出勤率，未发生一例慢性病，高考中没有囡身体问题影响 

录取的。 

四、讨 论 和 小 结 

(一)关于超泰儿童发晨的蠢力 

通过四年的实验教学，本班学生完成了从小学五年级至高中毕业的全部学习任务。他 

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以优异成绩考k~．et点大学继续深造。这个事实充分说 

明超常几童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同时说明超常儿童的潜力，并非在任何教育条件下都能得到充分发掘。超常几童县有 

较好索质，但这只是发展的可能性，只有在适宜的教育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才会转变为现 

实性，他们巨大的潜力才能得到表现或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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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超常儿童的教育实验，电探索了适合于中学阶段超常儿童因材施教、充分发展他 

们潜力的途径和方法。证明对超常儿童施行适台其潜力和特点的特殊教育，不仅是I必要 

的，而且是可行的。 

(=)关于鉴剐效果的检验 

我们将鉴别超常儿童的原雁f』和方法应用于大范围的测量筛选，建立这个实验班 我们 

是从两个方面考察鉴别效果的，一是通过与其它标准化心理测验的结果进行比较；二是通 

过教育实验本身的教学结果检验 

与其它标准化测验结果的比较包括 

1．在入学初期，对实验班学生做了 中国比纳智力量表 铡验，平均智商为 138．6。智商 

达到或超过 130的学生占84．8和J说明这班学生智力是优异的。 

2．入学后第二年，这班学生参加了北京市数学早慧少年的选拔测验。全市参加测验 

的229人中，达到标准的有 35人，其中这班学生16人，占45．7嘶。前 3名皆为这班学生。 

后来又有3名学生达到标准，这样共有 19名学生(全班 54西)达到 “数学天才少年”的标 

准。还有 9人离标准只差 1～2分，表明他们数学思维能力非常突出。 0 

3．入学后的第二年，还对这班学生进行了瑞文标准图形测验。结果除 1人为二级外， 

所有学生均为一级(相当于选到 95百分位或以上)。这也表明该班学生智力优异。 

关于教育实验的结果，在第三部分已经列举。他们优秀的学业成绩有力证实这班学 

生是超常出众的。 

上述两方面说明，我们对这个班学生的鉴别是有效的 同时证明我们关于鉴别的原 

则和方法是正确的。 

(--)关于超常儿童的教育形式 ． 

对超常儿童的教育有多种形式t1．提前入学、插班或眺级；2．建立特殊班或特殊学校； 

3．在常规班上课的同时，参加适台儿童兴趣的各种课外活动。究竟哪种形式好，至今说法 

不一。 

有人认为，不应把超常儿童和同龄常态儿童隔离开上课，强调对超常儿童单独编班不 

利于他们的发展，特别是对他们的社会适应性有消极影响。从对八中实验班四年集体教 

育的效果看，学生身心发展是健康的。尤其是把智力水平、认知特点接近的学生集中在一 

个班上教学，可以选择适合儿童心理素质的教材教法，使所有超常儿童受益非浅。 

美国研究者Kirk等 在 1086年对超常儿童应采取哪种教育形式最受欢 迎 问题， 

向1200名教师、教育领导者及学生家长做了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对中学阶段超常儿 

童，最有效的教育形式是特殊班级(百分比最高，占44．5％)，独立研究次之(占2O．1 )，特殊 

学校第三(占l0，4和)}其余形式均不及 10嘶。这反映在美国社会中对建立超常儿童特礁 

班持肯定态度 

费们认为，任何教育形式都有其积极的方面和局限性 教育者应根据超常儿童的年 

龄需要，选择有剥方面为主的教育形式，尽力弥补不足，就能收到较好效果。四年的实验 

说明，在中学阶段建立超常儿童特殊班效果突出，是积极方法。 

(匹)关于超常班学生个性的发展 

根据四年的研究，我们认为把超常儿童单独编斑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个性发展，还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44 心 理 学 报 1993生 

一 些好处 

(1)有利于根据对超常儿童非智力个性特征的要求来培养他们。我们要从超常儿童 

中造就出开拓型的杰出人才，就要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执着的追求、不怕挫折、有百 

折不挠为事业奉献的精神 这些个性品质要在学龄期有意识有计盘 培养 

(2)有利于根据超常儿童个性品质共同特点和问题进行教育。比如，超常儿童由于 

他们年龄小、社会经验少，社会适应性可能较差}由于他们才智出众， 容易骄傲，由于他们 
一 直学业傥异，名列前茅，一旦成绩不如别人容易形成强烈心理压力和消极情绪。这些问 

题在这班学生中都有所表现。通过有针对性的班级教育活动，逐步得到解决。 

(3)有利于超常儿童间情感沟通和友谊发展。由于实验班学生的智力水平比较接近， 

情趣容易投合，使他们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同学问情谊得到发展。 

所以，在实验班的这些超常儿童，他们的个性得到 了正常的发展。 

四年一轮的教育实验达到了预期 目标，它比较成功地总结出对中学超常儿童进行教 

育的经验，在教育干予的动态过程中检验丁我们初步形成的关于超常儿童的鉴别原 Ⅱ，超 

常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成长因素等理论内容。这些结果不仅对超常儿童有效教育十分宝贵， 

而且对普通教育的改革有启迪作用。 

因此，这项研究的结果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了关注。这一研究成果在1990年通过专 

家鉴定，并被评为北京市 七五 期间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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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DUCATl0NAL EXPERIMENT ON GIFTED CHILDREN 

— — F0LL0W．UP STUDY IN BEIJING No．8 MIDDIE SCHOOL 

Zha Zixiu Zhou Lin 

，#sl e of PaychoZogy．Aoademia ；#‘c。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4 year educational experimental study for gifted children 

in Beljing No．8 middle schoo1．35 gifted children (25 males and 10 females) 
were identified and sdected．The average age was 10

．
6，and average IQ 

138．6．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The gifted children finished all 

the curiculums of middle school within four years (4 years shorter than the 

normal class)． They (at the average age of 14) passed the unified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university with a total score of 35．9 higher than the normal 

class of that schoo1
．

And every one had enr0Ued into key universities．2
．

The 

gifted children had made further development in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 edu- 

cational experiment． Five creative thinking and reasoning tests were carried 

OUt before graduation．The results of all the tests showed that the gifted chil— 

dren notably exceeded the same aged normal children，and 4 out of the 5 

tests exceeded the same grade normal children who were B-5 years older
．
3

．  

They were in good laealth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educational experi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ved that the researchers idea concerning identification 

and education was correct and effective． 

Key words：gifted children， educational experiment，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cognkive abthty~ personality tr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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