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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儿童心理发展追踪研究五年
‘’

查子秀执笔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为适应我国实现四 个现代化早 出人才
,

多出人 才
,

出好人才的需 要
,

年

我们开始对超常儿 童心理 发展进行 了协作调 查和追踪研 究
。

本研 究未取对超常和常态儿 童进行动态纵向的比较研 完
。

研 究中运 用 多种

指标和 各种 方法
,

突 出以 思 惟为重点
,

并兼顾 了非智 力 因素
。

五年 来研究表明
,

超常与常态儿 童之 间的差异不 仅表现在发展 的程度 和 速

度方 面
, 而 且表现在发展的过程

,

形式和特点方面
。

研 完并初 步总 结和概括 了超

常儿童 多种类型
,

共 同的心理特点
,
以 及成长的主要 条件

。

前 言

为适应我 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我们于 了 年开 始对超常儿童进行了

调查和追踪研究
。

这是一项全国心理学界的协作研究
,

最初由五个单位开始
,

现在已发展

为 个单位的大协作了
。

研究的 目的为鉴别和发现智能非凡的儿童和少年
,

尽早对他们进行因材施教
,

充分发
一

挥他们的智能发展潜力
,

使他们加速健康成长
。

同时探讨他们加速优异发展的原因 和 条

件
,

为改进对常态儿童的教育
,

提高下一代儿童的智能发展水平服务
。

在此基础 匕
,

为 探

讨儿童心理发展的有关基本理论积累资料
。

超常儿童主要指智能显著高于同年龄常态儿童发展水平及其具有某方面特殊才能的

儿童
。

许多国家称这类儿童为天才儿童
,

有的称有天资的儿童
,

或英才儿童
,

称呼虽 不 相

同
,

理解也略异
,

但所指都是智能发展出类拔萃的那一部分儿童
。

我们称这类儿童为超常

儿童
。

因为超常儿童是相对于常态儿童而言的
。

超常儿童是儿童中智能发展非常优异的

一部分
。

他们与大多数智能中等的常态儿童之间
,

虽有明显的差异性
,

但又有共 同 性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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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

五年来
,

我们调查并追踪研究了超常儿童 余人
。

为了与常态儿童进行比较
,

我们

对 一 岁的常态儿童和少年 。。 余人进行了类比推理
、

创造性思惟
、

感知和记忆等方面

的对比研究
,

探讨了鉴别认知能力的参照指标
,

编写了
《

鉴别超常儿童认知能力的参 照 指

标手册
》 ,

及
《

实验指导书
》 。

二
、

鉴别和研究方法

自从二十世纪初
,

美国心理学家特曼 首创用智力测验来鉴 别 和 研

究天才儿童后
,

约 余年
,

智力测验在许多国家成了鉴别天才儿童的流行工具
,

高智 商 成

了鉴别的决定性的指标
。

凡是智商在 一 以上
,

就被确定为天才儿童〔,抑〕。

五十年代
,

自 “ “ 提 出 智力结构多方面的理论后
,

一些研究者指出智力测验不

能鉴别儿童的创造力
,

此后许多人开始探讨编制能测定创造能力的各种测验卿
。

七 十 年

代后
,

许多研究者先后指出
,

智商测验只能测到完成学校作业所需能力或学 习成 就
,

它 不

能测量儿童可测智能的所有方面
。

因此它不是鉴别所有超常儿童完善的工具闭
。

有的研

究者 还指出
,

这种综合的量表 一组测验 不能提供不同类型的特殊能力

的足够信息
,

两个智商分数相同的儿童
,

实际能力类型可能差异很大
。

他创办快速数学教

学实验班
,

以发掘和培养具有数学才能的儿童卿
。

有的研究者甚至指出 天才儿童 的 研

究领域与心理学其它领域 如认知方面等 相比
,

发展缓慢
,

其原因是我们满足于老一辈先

驱者 如
,

及 所创立的智力测量‘ , 。

近年来愈多的

人主张要采取多指标和探索多种方法来进行鉴别和研究你‘ , 、

我们为了探讨较为有效的研究方法
,

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
,

吸取了国外的研究

经验
,

经过几年的摸索
,

逐步形成了下列研究原则
。

在动态中进行比较研究 由于考虑超常儿童智能是发展 的
,

不 是 固 定 不 变

的
,

而这种发展是受文化条件
,

环境和教育所制约的
。

因此我们把超常儿童的 研
‘

究 和 鉴

别
,

放在与相应年龄的常态儿童的动
一

态的比较中来进行
。

采取 多指标
,

多途径
,

多种方法鉴别和研究 由于考虑超常儿童表现不是单一

模式
,

而是多种类型
,

因此我们鉴别和研究采取多方面的指标
,

通过多种途径
,

运用多种方

法来进行动态的比较研究
。

所谓多方面指标包括 一般智能方面
,

即感知观察力
,

记忆
、

思惟 类比推理
、

创 造 性

毖惟
,

而以思惟为主要的指标
。

学习能力和成绩方面
,

即儿童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知 识 技

能熟练的快慢
、

方式
、

深刻和巩固程度以及取得的成绩
。

以及特殊才能方面及个性品质方

面
。

根据不 同的方面
,

通过不同的途径 直接实验
、

测查
、

观察 间接通过教 师
、

家 长 的 观

察
,

采用多种方法 如实验
、

观察
、

测验
、

谈话
、

作业和作品分析等
,

收集
、

积累资料
。

把发展的质和量结合起来研究 由于考虑超常儿童智能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

的辩证统一过程
。

我们对超常儿童的鉴别和研究
,

不仅要有量的方面 反应结果
、

速度 的

指标
,

还要有质的方面 反应过程
、

方式
、

策略特点 的指标
。

由于考虑儿童智力发展 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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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叫 户冲 叶 一 ‘‘ 一一 ,

一 一
不是均衡的

,

因此我们对超常
,

童的鉴别不是作一时或一
、

二次的测查就下结论
,

而 是 在

初步确定为超常儿童后
,

还要追踪 观察一个时期
,

通过教育进一步考察
,

所以我们是 把 鉴

别
、

追踪和教育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
。

兼顾 智力和非智力因素进行研究 由于考虑到在超常儿童成长过程 中
,

某 些

个性品质 如认知兴趣
,

求知欲
,

坚持性等 是超常儿童取得成就不可缺少的主观因素
。

因

而
,

在鉴别和研究时
,

不单纯考察智力方面
,

同时重视考察个性品质方面
,

把智力和非智力

因素结合起来研究
。

五年来
,

我们对被推荐或报名应选的儿童
,

一般通过下列程序进行鉴别 见表

表 超常儿童鉴别经过程序

序
一

号
卜

方 面 内 容

与儿童及推荐人面谈
,

填写调查表
包括超常的主要表现

,

发育史
,

个性品质特点健康状况
家庭教育

、

父母职业等

初步筛选 或核实性测查
针对推荐的超常表现

,

设计测查项目 进行核实检 验
,

或
借用某量表进行初筛

。

认知实验
用协作组编制的鉴别认知能力的实验项 目进行测查 各项

成绩达到同年龄均值两个标准差以上
,

并超过两岁以上者

作品 或学校作业 评定
’

包括作文
,

绘画模型等
,

超常儿童创作或作业请教师或专
家进行评定

个性特点问卷调查 由教师和家长填写

在上述收集的各种材料的基础上
,

对被推荐或报名的儿童进行全面分析
,

然后确定此

儿童是否超常儿童
。

初步确定为超常儿童后还要在追踪研究中进一步考察
。

三
、

超常与常态儿童的 比较

了 一 年我们是将超常儿童气本地区一定数量的同年龄或高年龄同班常态儿童

进行比较叻 ‘为了常态儿童取样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

从 至 年
,

我们在全国范围

十六个地区采用同一实验方案进行超常与常态儿童类比推理及创造性思惟方面 的比较研

究 〕。 年至 年又在全国 个地区进行了认知四方面 观察
、

记忆
、

类比推理及创

造性思惟 的比较研究
。

五年实验对象 一 岁儿童及少年总共 人
。

对实验的结果

采取两种评定方法 一种是反应分
,

即做对一题给一分
。

另一种是水平评定
。

每项 实 验

的水平评定是 由三位研究者根据各项实验水平等级评定标准
,

对每个受试每项实验 的 结

果进行逐项评定得出的
。

各项实验的结果均经过了统计上效度和信度的检验 , 。

下面以

类比推理及创造性粤惟实验比较研究的结果为例
,

来看一看超常与常态儿童反应结 果 和

水平上的差异
。

一 超常与常态儿童反应结果的比较
,

见表 和表
。

仅就表 所引部分超常儿童的成绩
,

以及与常态儿童的比较看 多数超常 儿 童

既超过同年龄常态儿童平均成绩 个标准差以上
,

又高于 比他们大两岁以上 的儿童 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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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岁超常和常态儿宜类比推理及创造性思惟成绩比较

酬到︸一
超 常 儿 童 —里三 进二生一一一 竺

一

兰 些 —乃 , 超过同年龄 高于几岁 八黔 超过同年龄 高于几岁
二弓人 、 王书 律 且全 占乙 勺下卡 才甚 夕儿 百 、 」荤 阳二自全 沪卜 戈 」记, 六兮

门 、‘ 二
户

白口 目 飞一 沪曰 三工 万 】 匕 , 刁 、, 比
砂

白口 目 ‘习 孔

刨 造 性 思 淮

分数
超过同年
几个标准

高于几岁
的平均值

,自,‘,曰

命工内

匡卜油
口

日曰川回日岁

岁

岁

岁

岁

岁

岁

岁

表 超常少年大学生与同年龄及高年龄学生创造性思惟实验成绩比较

均年龄平均分数
标准差 标准误 最高分 最低分

偏降一

﹃勺甘自工嘴孟通‘任一民吮连﹄台一民‘尺

一民一孟﹄几‘︸一自乙,人一曰

中国科技大学的级少年班

安徽大学 级数学系

合肥九中高一 班

了

中国科技大学 级少年班

安徽大学 级数学系

合肥九中高一 班

片‘几‘甘品

目一一

一男学生一女学生

均成绩
。

这说 明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

作为鉴别超常儿童的一种定量的参照指标
,

是可能

的
。

有少数超常儿童高于两个年龄的平均成绩
,

但没有超过同年龄均值的两个 标 准

差
,

这现象在 图形类比推理方面表现较多
,

但数类比推理及创造性思惟方面
,

这种现 象 较

少
。

这可能与实验材料有关
,

难度大的项 目
,

超常与常态儿童差异明显
。

这使我们 看 到
,

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
,

存在着主要和次要方面
,

探索出主要方面
,

就有可能找到鉴 别 的

主要标准
。

从表 可以看到
,

超常少年大学生创造性思惟的平均分数
,

男女少年大学生都超出同

年龄的高中学生 一 个标准差以上
,

并超过比他们大 一 岁的同级大学生
。

而且
,

最高

分不论男女都是少年大学生显著高于比他们大的同级大学生
。

二 超常与常态儿童发展水平比较 在实验过程中
,

我们发现对同一实验项 目
,

不

同儿童反应结果相同
,

得到同样的分数
,

但取得结果的过程
,

反应的方式和特点则不 完 全

一样
。

在答案都正确的儿童中
,

分析起来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水平
。

这种反应过程
,

方式

和特点的不同
,

反映 了儿童认知发展的质的差异
。

在类 比推理实验中
,

我们发现反应正确的结果可以 区分为三种水平 第一种水 平 是

能抓住两个实物
、

图形或数之间的本质的或主要的关系
,

第二种水平是只能根据它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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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的或部分的次要的联系进行类推 第三种水平是反应正确
,

但不能理解为什么
。

在创造性思惟的正确反应中
,

我们同样发现有三种水平 第一种水平是能抓住 所 提
问题的关键

,

解决问题有独创性 第二种水平是经过尝试与错误达到问题的解决 第 三 种

是反应正确
,

但不能理解为什么
。

我们把达到第一种水平看作是具有类比推理或创造性思惟的指标
。

下面将部分超常
’

儿童与常态儿童达到第一种水平的项 目百分比例为表 和表
,

加 以比较
。

从表 可 以看到
,

四岁超常儿童达到第一种水平的项 目百分 比明显超过了同年 龄 的
‘

常态儿童
,

而且接近或明显超过六岁组常态儿童的水平
。

表 四 岁至六岁超常与常态儿童类比推理水平比较百分比

图 形 类 比 图 片 类 比 数 概 括 类 比

四岁

四岁

四岁

四岁

·

超常儿童

四五六常态儿童

注 表中常态儿童各项数字是各年龄组达到第一种水平的平均百分数

·

表 了一百岁部分超常与常态儿童类比推理及创造性思惟水平比较

图形类比推理 语词类比推理 创 造 性 巴惟

八“︸“恤
。

⋯
六‘民八民﹄︺甘斤已﹄匕片卜斤‘甘甲︸斤‘︸口

⋯⋯
自卜比匕,自民品目内马 岁

王 岁

李 岁

李 心 岁

毛 岁

刘 岁

王 岁

·

岁 组

岁 组
‘

叹八心,自民﹄叹任通︸左︸

组组岁岁刁立勺自五立

注 表 中常态儿童各项实验数字是达到第一种水平的年龄平均百分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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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

超常儿童达到第一级水平的项 目的百分比不仅显著 高 于

同年龄常态儿童
,

而且超过了比他们大两岁至 四岁的常态儿童的水平
。

从对超常与常态儿童类比推理原始材料的分析
,

可以概括出超常儿童有一些优 于 常

态儿童的共同特点 即理解快
,

善于概括 图形
,

实物图片和数量之间的关系
,

抓住本 质 进

行正确的类推 〕。 在创造性思惟实验记录中
,

同样可以概括出超常儿童表现思路灵活
,

能

抓住关键
,

有方法有策略地
、

独创地解决问题比〕。

从儿童各项认知实验比较研究的结果看
,

超常与常态儿童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反 应 的

结果上
,

而且表现在反应的过程
、

方式和特点上
。

仅根据反应结果评分
,

不能揭示超 常 儿

童优于常态儿童的特点和原因
。

因此把反应的结果 量的方面 与反应的过程
、

水平 和 特

点 质的方面 结合起来鉴别和研究不仅必要
,

而且可行
。

这既有利于深入揭示超常 和 常

态儿童心理发展的实质
,

以便找到更好鉴别的主要指标和方法
,

而且有助于改进对超常和

常态儿童的教育
。

然而这方面的探索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

还有待于重复和验证
。

四
、

超常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

我们对 名追踪研究多年的超常儿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

见表

表 名超常儿童简况

人 性 别 家 庭 学 习 年 级 表 现 类 型

年 龄

—
卜一一不二一一不二不言

—
花下花丫一一不言二犷产一下一一

数 男 女 工农 干部 搜里 幼 小 中 夫 在家 整式绘画 恐孟外语 综合
琳 , 外 占认

’ 即 分子 叨
‘ ’

甲 八 认泌 才能 自 曰 阅读 ’’用 砂 目

一 岁 】

一 岁 卜

一 岁

岁以上 】

总 计
上

“

叫 三
‘

刊
‘

上哭廿上口
二

卜
‘ ‘

川
‘

从表 可以看到
,

这些超常儿童年龄年级不尽相同
,

生活在不同条件的家庭
,

表 现 不

同的类型
。

他们超出常态儿童的发展水平也各异
,

有的超出同年龄均值 两 个 标 准 差 以

上
,

有的超出四或五个标准差
。

尽管如此
,

从他们身上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特点

认知兴趣浓厚
、

求知欲旺盛 他们很小就表现强烈的好奇心
,

不仅对知识有浓

厚的学 习兴趣
,

视学习如同游戏
,

而且主动探索事物发展变化的奥秘
。

思惟敏捷
,

有独创性 超常儿童不仅在思惟实验中
,

也在 日常学习中表现出善

于概括关系
,

抓住实质
,

迅速灵活
,

有策略地
,

独创地解决问题
。

感知觉敏锐
,

观察力强 许多超常幼儿视
、

听觉辨别能力突出发展
,

表现 在 对

汉字的形和音细微差异的区别上
,

稍大的超常儿童观察的主要特点是有目的有条理
,

能抓

住观察对象的主要特点
,

有方法地迅速完成任务
。

,

注意集中
、

记忆优异 超常儿童的注意能高度集中
,

特别对感兴趣的 事 情
,

往

往专心致志达数小时
,

精彩的电视也不能使他分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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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记忆好
,

表现识记快
,

保持持久
。

他们记忆的特点是善于分析数之间的 关 系 偶

数或奇数
,

如何间隔等
,

寻找有效的记忆方法
。

进取心强
,

自信
、

有坚持性
‘

这类儿童都比较自信
、

好胜
,

尤其突出 的 是 有 倔

劲
,

想要学什么或干什么
,

就非学会干好不可
。

能排除各种干扰
,

表现出坚毅顽强 的 个性

特点
。

五
、

超常儿童成长的主要条件

根据对五十名超常儿童追踪材料的分析
,

可以看到绝大多数超常儿童受到较好 的 早

期教育
,

几年来他们发展是正常的
,

并继续优异地发展
。

这里着重提出的是在继续前进的超常儿童中发展是不平衡的
,

有一部分可以说 是 跳

跃式前进
。

他们 一 年来
,

有的人不仅提前入小学
,

而且又跳级到初中
。

例 如 王
,

岁

个月入小学一年级
,

岁又跳级考入初 中
。

刘
,

岁上小学四年级
,

不到 岁 半 参

加统考被录取升入初一
。

他们五年内从幼儿园跨入小学又跨入 中学
。

另外有一些超常少

年从初三或高一直接考入大学
,

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国内外的研究生
。

有少数超常儿童是波浪式前进的
,

他们在幼年发展非常突出
,

提前入 了小学
,

但 入 学

后 由于贪玩
,

生活 自理能力较差等原因
。

一 年级在班上表 现不显著
。

学习成绩一 度 下

降
,

经家长及时采取措施
,

一 年级后又好转
,

或 明显上升
,

名列前茅
。

但是
,

也有个别超常儿童几年来发展渐缓分析主要是 由于从小没有全面打好基础
,

后

来发展受到限制
,

社会上有压力
,

家长要求过急
,

与学校老师关系未搞好
,

使儿童学 习积极

性受挫
,

学 习成绩下降
,

目前已引起重视
,

正在采取措施解决
。

几年来调查和追踪研究表 明
,

儿童 自然素质的优异
,

只提供发展为超常儿童的前提和

可能性
,

而适 当的教育和环境影响是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超常的极为重要的 条 件
。

根据这些超常儿童的材料
,

可将他们成长的主要条件概括如下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环境是超常儿童成长的基础 在调查和追踪的 超 常 儿 童

中
,

绝大多数在家庭受到优越的早期教育
。

许多家长不仅给孩子提供身心发展的有 利 环

境
,

而且在孩子很小时就善于因势利导
,

有 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早期教育
。

因材施教的学校教育是超常儿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近些年来
,

我国有 些 单

位
,

开始重视了对超常儿童和少年的因材施教
,

有的学校 如 中国科技大学 设 置 了 少 年

班
,

破格择优录取有超常智能的少年
,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许多中小学经考核允许这类儿

童提前入学或跳级
。

这些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根据超常儿童的实际情 况给予因材施教和关

心
。

例如对于插入高班的年龄较小的儿童
,

根据他们身体发育情况
,

允许体育课按同年龄

要求
,

或跟同年龄班上课等
。

对在班上又出现
“

吃不饱
”

现象的儿童学校经考核允许 再 次

跳级
,

或允许参加多种课外小组
,

充分发挥其潜力
。

在学校的关怀支持和教育下
,

许 多 超

常儿童得以进一步优异发展 但也有超常儿童发展突出且很有潜力
,

但在学校得不 到 因

材施教
,

只得在家长指导下
,

在家里 自学
。

儿童浓厚的学习兴趣
,

旺盛的求知欲
,

专心致志
,

以及坚毅顽强等个性品 质 是

超常儿童取得超常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主观因素 五年来追踪研究的材料充分表 明
,

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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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教育环境只是超常儿童成长的有利 的外部条件
,

这些条件是通过超常儿童本 人 的
”

浓厚的学习兴趣
,

高度的积极性
、

自觉性以及坚持性等内部因素而起作用的
。

从个别超常
·

儿童 由于学 习积极性受到 了挫折
,

失去信心
,

因而成绩表现退步
,

发展的步子相对迟 缓 下
’

来的例 子也可以说 明
。

六
、

讨 论

一 关于动态的 比较研究

鉴于超常儿童的智能是发展的
,

发展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条件下进行
,

因而生活在不了

同社会文化背景
、

不同家庭环境和教育条件下
,

儿童的智能发展不尽 相 同
,

而 且 超 常 儿
童具有多种类型

。

采取动态的比较研究
,

可以在超常儿童发展的过程中
,

定期 与 年 龄 相

同
,

类型相同
,

条件接近的常态儿童作比较
,

这样便于运用多方面的指标
,

利用各种适合的

方法
。

采取动态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对超常与常态儿童发展的程度和速度进行 比 较
,

还
有利于对超常儿童发展的过程

、

特点的探讨
,

以便深入揭示发展的规律
。

根据几年来的摸索
,

动态的比较研究做法有两种 一种是就地小范围的比较
,

即在本

地区
,

选取小样本 人数可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
,

突出所追踪的超常儿童的特点
,

比较的项

目不要求全面
。

另一种为全国范围的比较
,

对各类超常儿童都具有的认知或个性特 点 进

行较全面的较大样本的比较
。

二 关于超常儿童心理结构 问题

从前面对超常儿童共同具有的心理特点的概括看
,

超常儿童不仅智能发展优异
,

如感

知觉敏锐
、

记忆力强
,

思维敏捷
,

有独创性 而且认知兴趣浓厚
,

求知欲旺盛
,

自信
,

有 坚 持

性
。

这两大方面共同具有的特点表明
,

超常儿童的心理成分
,

不单纯 由一般智能和特殊瞥
能构成

,

还包含有个性倾向和品质的方面
。

再从这些个性心理品质的作用看
,

由于这类儿童有认知兴趣
,

求知欲较强
,

很小 就 表

现出不是被动的受教育
,

而是一个主动积极的探索者
。

他们一旦对什么发生了兴趣
,

就有

一股非学会学好不可的劲头
。

不同类型的超常儿童这种主动积极性虽然表现 在 不 同 方
面

,

但都很突出
。

从个别受到挫折的超常儿童看
,

首先学习积极性受 到 影 响
,

进 取 心 下

降
,

自信心不足
,

进而反映到学习成绩下降
。

由此可以看到
,

个性的一些品质是超常 儿 童

心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

三 关于对超常儿童的教育问题

调查和追踪研究的材料表明
,

大多数的超常儿童有着 良好的早期教育
,

家长在教育超

常儿童中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
,

为超常儿童的成长奠定基础
。

超常儿童进一步的发展
,

则取决于学校教育
,

关键是对这类儿童能否因材施 教
,

有 针
对性地培养

。

许多国家为这类儿童提供多种形式的特殊教育条件
,

如美国联邦教育
·

总 署

设有天才儿童教育局
,

国家每年专为天才儿童的教育拨款几百万美元
。

苏联为有天 资 的

儿童建立各种专门学校
,

目前已达几百所 ’〕。

相 比之下
,

我国在对超常儿童的教育方面差
距还是 比较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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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一一
月 , 声

超常儿童是人才资源中的
“

富矿
” ,

如何根据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
,

给予多种形式的因

材施教的机会
,

使他们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

这是一个急待有关方面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

题
。

七
、

小 结

一 五年来的探讨表明
,

对超常与常态儿童进行动态的比较研究
,

在研究中采取多方

面的指标
,

运用多种方法
,

是正确的可行的
。

二 超常与常态儿童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发展的程度和速度方面
,

而且表现 在 发

展的过程
、

形式和特点方面
,

因此在研究和鉴别中
,

把量的和质的方面结合起来探讨
,

既是

必要 的
,

也是可能 的
。

三 在超常儿童形成和发展中
,

优异的素质仅仅是发展的可能性
,

而环境和教育等使

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超常儿童的决定性的条件
。

而且
,

超常儿童的发展不仅取决 于 优

异的智力因素
,

而且取决于非智力因素一
一

某些个性品质
。

四 开展全国协作研究是具有我 国特色的研究超常儿童的有效形式
。

它有利于我们

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超常儿童进行大体统一方案的追踪研究
,

并有利于集中集体的 智 慧

和力量
,

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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