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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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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 况

第六届世界天才儿童会议于  !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联邦德国的汉堡举行
。

这次会议的

主要宗 旨在于回顾总结良 ! ∃ #年第一次世界天才儿童会议后
,

十年来各国关于天才儿童的研

究工作
,

交流经验
,

展望未来
。

出席会议的有 %∃ 个国家和地区近千名代表
。

送交大会的论文报告共%& 。余篇
,

在大会或分组会上报告的有 ∋ ∋& 余篇
。

其中报告最多的

国家是美国
,

共有  ( ∃篇
,

占#& )
。

其次是联邦德国和 加 拿大
,

占 ∗ )和   
。

 )
。

报告的

主要内容分类见下表
。

见下页

表  ∋洲篇报告分类百分 比

类 别 篇 数 )

教育培养  ∀ & # ∋
·

∀

理论探讨 %∋  ∗
+

!

鉴 别 ∋ ∗ !
+

(

教师 培训 ∗ # ∃
+

#

综述
、

追踪 ∗& (
+

&

条件不利或缺陷  ∃ #
+

 

其他 德文  ∃ #
·

 

总 计 ∋ ∋ %  & &

从报告分类的百分比明显可以看出
,

对天才儿童教育方 面 的 报 告篇数最多
,

已超过半

数
。

这表明近十年来
,

在这个领域
,

学者专家们的关注和兴趣主要集 中在对天才儿童的教育

干予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许多国家对人才培养 特 别 是 优 秀人才培养 的急切需要和重

视
。

二 关于对天才儿童的教育

根据对  ∀& 篇教育方面报告的分类
,

可以大致了解 到国 际上十余年来对天才儿童所进行

的教育情况
。

从以下万析不难看到
,

七十年代以来
,

国外进行天才儿童教育有以下一些特点
,

带该文是对第六届世界天才儿童会议资料的分析



表 ∗ 教育方面报告的分类

类 别 篇 数

心理不同方面的教育 #∋

主要包括创造性
、

思维能力
、

伦理道德
、

社会感情等

课内外丰富项目 ∋∋

特殊班个别指导
,

星期六讲习班科学研究
、

特殊图书馆等

特殊才能 ∗!

数学
、

写作
、

艺术及领导才能等

不同的教育形式 ∗%

计算机教学
、

教育纲等

不同文化背景  %

农村
、

少数民族等

早期教育 学龄前  ∗

教育政策
、

教育项 目评定 !

对家长的教育 (

 
+

重视发展心理品质或能力

直接探讨通过教育培养某方面的心理或能力的报告已有#∋ 篇
。

促进创造力发展的最多
,

有∗! 篇
,

其中美国心理学家 − ./ /0 12
3 关于儿童创造性的研究在国际上是知名的

,

已在许多国

家推广应用
。

促进思维能力发展的报告有∗& 篇
。

这两方面合计共%! 篇
,

占教育项 目的首位
。

探讨天才儿童社会性
、

情感及道德发展的报告只有 % 篇
,

说明研究的方面比较集中
。

再从各

项丰富课程的教育项 目看
,

尽管直接是研究课程或课外活动
,

但目标多数也是为促进创造力

或思维技能的发展
。

例如美国4 ./ .5 6 7 8
+

9 55 组织的一项天才儿童的课外 活动
,

通过设计和

制造机器人
,

既丰富了儿童的各种学科知识
,

了解了未来
,

并在书写
、

创制
、

研究中发展 了

儿童的创造能力
。

又 如运用计算机教学的项 目
,

其主要效果也是有利于促进儿童思维和创造

力的发展
。

在对不伺特殊才能的儿童教育中
,

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其思维和创造性
。

∗
+

注意差别
,

施行有区别的教育

对生活在下同文化条件下的天才儿童
,

用电视或函授等
,

对不同的特殊才能
,

如少数民族或农村儿童 ,’ 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
,

根据他们的特殊需要和特长
,

设计教育项 目
。

如

美国: . 6 1; < . = > ?1; 大学:
·

;5 01 ≅37 教授  ! ∃∗ 年创办的数学快速 班
,

在选拔和培养具有数学

才能的学生方面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
。

这一项目己在美国五个州及一些别的国家推广应用
。

此

外
,

对不利环境中的天 才儿童或具有某方面缺陷的天才儿童
,

设计特殊的教育项目
,

有针对

性地解决问题
,

促进其健康成长
。

∋
,

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从分类表已可看到这点
。

但不限于此
,

有些教育项目如前面提到的 :. 61; < . = Α ?1 。大学

在数学快速班的基础上
,

发展为特殊才能研究中心 8 − Β ,

为不同类型的天才儿童开设各

种课外充实课程
,

仅科学课就有生物
,

化学
,

物理等
,

天才学生 可 以 根 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

 一 ∗ 门学习
,

以获得科学的综合基础
,

准备进人更高水平的科学班
。

此外
,

还有数学
、

计

算机
、

文学等
。

课程的方式有几种
,

有在冬或夏季的假期集中 ∋ 一 ( 星期的学习 , 有在学期

中于星期六学习两小时
Χ 有函授学习 Χ 还有为家长或教师需要准备的课程等等

。

+’ 名



三 关于理论探讨

理论性研究分类见下表
,

表 ∋ 理论性研究分类

类 别 篇 数

个性特点 动机
、

自我概念及情感  %

天才儿童的概念   

神经生理 包括大脑半球特殊化 ∀

认知 智力 结构 (

性别差异 ∋

跨年代比较  

总 计 %∋

在个性特点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就动机
,

自我概 念 以 及 情 感问题上
。

联邦德国<
·

Δ 05 6Ε 3
等关于 《成就动机

、

自我概念和天才 的研究对参加科学竞赛的天刁
‘

儿童的成就动机

进行 了分析
,

力求找出决定坚持完成任务的一些因素
,

并在动机过程中强调儿童对 自己能力

的认识所起的作用
,

以及其他研究者对影响 自我概念和成就的因素的探讨
。

另一些研究是对

情感 方面有障碍的天才和常态儿童进行比较
,

找出差异
,

探 讨 不 同 的预防和心理治疗的策

略
。

关于天才儿童的概念
,

美国 8 . 1
13 25 ?2Φ 5 大学 :

·

Γ
·

Δ 31
;Φ≅ ? ,

回顾了传统的天才概念及

近期研究提出的问题
。

他通过对一定量个案研究的总结
,

提出天才应由三组相互作用的基本

特点组成即
,

超过常态的能力
,

创造力以及对任务的全力以赴 − 0; Α 8 . Η Η ?5Η 31 5
。

美国

ΙΦ/ ϑΦ
3
大学 :

·

Κ
·

Κ3≅ ϑ 6 Φ; 31
,

对于天才的组成成分
,

在评述了各家观点之后
,

提出天才儿

童应具有的主要特征是
,

优异的一般能 力 能力倾向 和特殊能力
Χ
正确的 自我概念

,

以及

较高水平的动机和成就目标
。

此外
,

还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术语
,

天才的新的定义并以此作

为他们这个领域研究的可能方向
。

关于神经生理方面的研究
,

英国心理学家<
·

:
·

Λ 7 ;3 13 Α 在大会上作了 《智力的生物学

基础》的报告
。

加拿大 Μ? ϑ? 0 Γ 0 / 5./ ?一Ν 0≅ ϑ? ;
在 《脑和情感 》 的报告中

,

通过对脑化学与儿

童情感关系的观察材料
,

比较了高成就与低成就的天才儿童的不同特点
,

提 出对天才儿童的

理解将有可能有新突破
。

还有一些关于大脑半球优势与天才 儿 童 学 习的研究
,

例如加拿大

Ο 3Π Ν/
Φ 1; Π? 2Α 大学 Δ Φ; ;3 1 Θ

·

Ρ ,
13 Η 7 ,

通过两项实验
,

表明 目前 学校的学习以使用左

脑半球为主
,

有些天才儿童是右脑优势
,

在学校得不到机会发展
,

研究提出采取相应的教学

形式
,

使左右脑都能得到促进
,

这样可以使右脑优势的天才儿童的创造性充分发展
,

以减少

或避免他们在学校的失败和挫折
。

一

性别差异方面
,

有一些是对具有数学才能的男女儿童性别差异的比较研 究
。

例 如 美 国

:. 6 1 ; < . = Α?1 ;
大学 8 0 Η ?≅≅0 = 3 / ; ;. 1 Ν 3 1 Σ . Π 在快速数学实验班 − 6 3 ;5 Φ ϑ 7 . Τ

Ρ 0 56 3Η 0 5?。0 ≅≅7 Ι / . 3 . 3≅. Φ ; 7 . Φ 56 研究中
,

发现在  ∗一  %岁数学优异的学生中
,

数学推理

能力最高分数段男孩比女孩多
,

其比例为  ∋比  ,

她还根据积累的资料对造成性别差异的原

因作了初步分析
。

另外还有对小学天才儿童认知和情感方面性别差异的比较研究
,

发展女孩



比男孩在阅读方面优异
,

但认知和情感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

此外
,

还有一项跨历史年代的 比 较 研 究
,

这是美国 8 . ≅. / 0 ϑ .
一 8 . ≅. / 0 ϑ . Γ = / ?1 Υ ;

大学

:3 // 7 Κ/ 02 Α 报告的
,

他对  ! ∗。年代著名心理学家特曼的研究对象与当代  !∀ 。年代 的天

才儿童进行比较
,

探讨相隔六十年
,

不同年代的天才儿童在
一

早期发展类型
、

学历
、

兴趣及对

未来的态度等方面的同异
,

结果表明
,

当代的天才儿童有许多特点和问题与六十年前的记录

有着许多相同点
,

但也有一些兴趣和问题受到当代条件所决定
。

上述理论方面的研究
,

虽然数量上相对来说远不及教育方面的研究多 约占教育的  ς %
。

有一些重大的理论 问题还未涉及
,

但可以看到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这方面引起了兴趣和重视
。

四 关 于 鉴 别

对天才儿童鉴别方面的报告只有 ∋∗ 篇
,

相当于教育方面报告的五分之一
,

反映近十年来

对鉴别问题探讨 已不太多
。

鉴别方面报告的分类

类 别 篇 数

表 %

类 别

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模式

教师评定

早期鉴别

艺术

总 计 ∋∗
+ + + + + + + + 叭 + + + + + + + + + + + + 口 + + + + + + + 口 + + + + + + + 口+ + + 眨 + , + + + + + + + +

  

!

#

%

∋

∋ ∗

从报告的分类可以大致看到
,

十多年来在鉴别方面的研究有下列倾向
。

 
+

对不同情况 不同文化
、

不同类型
、

不同状况等 的天才儿童采取不同鉴别指标和

方法
。

例如美国< 0/ /3 7 Ρ0/ Α; Ο 3≅ ;. 1 总结在少数民族地区仅用标准化测验
,

有许多少数民

族的天才儿童不能被鉴别出来
,

因此提出要采取个案历史研究等多种方法
。

加拿大 ≅. //0 ?13

Π ?≅ Υ .; 6 等对加拿大Ω1 Φ? 5 Λ ;Α ?Η . 儿童的鉴别
,

由于 这 个地区 文 化 和 语言不 同
,

采用

Π ≅; 8一 Δ 测验
,

首先进行修订
,

在当地常态儿童中探讨 了新 的 常 模
。

对于这个不利 条件下

的天才儿童
,

标准化测量不完全适合
,

因此又用非文字作业测量
。

证明对不利条件下的天才

儿童
,

非文字作业测量的 质 的 分 析是 比 较 好 的 鉴 别
。

Λ Υ 7 = 5 < 3≅ Π 01 大学 Θ Η 0  Θ
·

Ρ
·

Γ 0ϑ 3Α 运用 Ξ 0 ≅≅ Τ./ ϑ 发散思维测验
,

测查艺术才能的学生的创造力
。

由于这套测验是语言

类型的不适 合鉴别音乐才能的学生
,

因此
,

他按照音乐的内容
,

修订为曲调的流畅性
,

音乐

的独创性
,

乐曲的可变性等
,

取得了较好的鉴别效果
。

∗
+

多数研究者倾向于采取综 合的指标和方法
。

英国
、

荷兰
、

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研究者

探讨了教师评定
,

有的比较采取标准化量表与教师评定量表的一致性
,

有的编制家长报告调

查表
,

探讨用皮亚杰形式运演作业 法
,

个案法以及学生的 白我评定等多种方法
。

∋
+

倾向于探 讨新的鉴别指标和方法
。

例如西德波思大学 <
·

Δ 位= Ι3 1 等
,

认为传统的

智力测验是在一组个别项 目的基础上的
,

这些个别项 图分 别 测 量 智力的一个方面 单因素



测量
,

可是夭才儿童或成人信息加工过程有特殊的质
。

这种特殊质不是由智力 的 一 个 方

面或几个方面组成
。

实际上人在进行复杂推理过程时
,

总是智能整合协同作用的
。

因此
,

他

们为探讨在解决科 技 问题 中
,

信 息 加 工 的 质 的 特 点
,

设计编制了一套新的测验
,

称Ψ ≅

Ψ Φ 0 ≅?5 7 . Τ Ω 1 Τ. /Η 0 5?. 1 = / . 33 ; ;?1 Υ 测验以代替ΖΨ测验
。

五 教师的选择和培训

由于教师对天才儿童的认识
、

态度及与学生的关系直接影响教育的效果
。

因此凡是谁备

开展对天才儿童特殊教育的国家都要首 先 物 色 合 适 的 教 师
,

计划教师的培养
。

如印尼在

 ! ∀ ∗年为在中小学进行天才儿童的特殊教育
,

而拟定对教师的长期或短期培训计划
。

培养教师有多种形式
,

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进修
,

有某方面的培训
。

较全面系统的培养项

目概括起来主要解决下列问题
,

帮助教师正确认识天 才学生的特点和需要  使教师的明

确作为天才儿童的老师应具有的品质 ! 帮助教师掌握管理天才儿童的策略方法 , ∀掌握评

定标准和方法等
。

集中对某方面进 行 提 高 的 培 训
,

例如
,

波 兰 的 一 项 教 师培训
,

由于

# ∃ % & ∋% () ∃ ∗ ∃)+ ,− . /0 等研究者认为影响儿童创造性最大 的 因 素之一是教师本人的创造性
,

为了提高教师的创造性
,

他们设计了二十小时的训练项 目
,

对 12 名幼儿园教师进行培训
,

收

到 了较好的效果
。

许多培养天才儿童的 教 育项 目都 有 为 教 师 开 设 的 课 程
,

例如3) 4 56
7 ) 8 0/ 5 “

大学9: ;项 目
, : )∃ ∃ < 5+ <

创造性研究等
,

教师培训是组 成 部分之一
。

此外
,

一些大

学设有特殊教育专业
,

系统培养天才儿童的教师
。

总之
,

通过这次会议
,

对近十年来国际上关于天才儿童的研究有了基本的了解
,

受到很

多启发
。

写此简要介绍
,

望能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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