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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子秀
中 国科学 院 心理 研 究 所

,

北 京
,

摘 要

中国超常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研究 年来收获如下 在理论方面 超常与常态儿童在不

同的认知方面差异的显著性
,

认知构成的模式特点
、

及发展趋势均有不同
。

超常儿童的个性

倾向和特征具有明显特点
,

但发展不平衡
,

表现为 种类型 个性特征与学习成绩相关密切
。

超常儿童的成长过程可概括为 种类型
。

超常儿童心理成分不限于高智力
、

创造力
,

还包括

良好发展的个性倾向和特征
。

在应用方面 研究结果在鉴别和教育超常儿童等方面进行了应

用和检验
。

关键词 超常儿童
,

认知能力
,

个性倾向和特征
,

发展过程

引 言

我国研究者对超常儿童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始于 了 年
。

主要任务是探讨超常儿

童心理发展的规律 研究鉴另他们的科学方法和手段 及对他们尽早进行因材施教的有效

教育形式
,

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早 出多出优秀人才
,

为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积累资料
,

充实理论
。

鉴于国际上研究和教育超常儿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

而我国过去却无人问津
。

因此研

究者组织 了 协作研究组
,

在全国范围开展协作研究和教育实验
。

研究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

理论
,

参考国外的经验
,

提出并采取了动态的比较研究 贯彻整体的和系统的观点 兼顾

智力和非智力个性因素 综合运用多种具体研究方法 以及鉴另
、

教育和追踪研究相结合

等原则
。

十几年研究的进程是 从个案追踪研究
,

对超常与常态儿童的比较研究着手
,

多

侧面地收集数据
,

总结概括 出初步结果
,

然后进行较全面系统的教育干予的研究
,

采取教

育实验并结合多种其他研究方法
,

以检验
、

修正
、

发展以前取得的初步结果
,

有些在推广应

用中进一步考察
。

年来
,

研究和教育的方面有 对数百 名超常儿童进行了 了一 年的追踪研究和

教育
,

从中总结 了超 常儿童的类型
、

特征及成长 因素 对数百名超常儿童和数千名常

态儿童进行了认知
、

个性倾向和心理特征等的比较研究
,

探讨了超常与常态儿童在这些方

面的主要差异 编 制了《鉴别超常儿童认知能力测验 》,

及个性心理特征问卷
,

使鉴别和

研究超常儿童有了我国的常模标准和工具 进行了个另和集体形式的教育实验
,

探讨

了适合不 同年龄超常儿童需要
、

潜力和特点的教育形式 开展了国际间的跨文化研究

和学术交流
,

在国际上扩大了影响
,

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

本 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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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从下列两方面对 年来的主要研究结果进行概括地总结
。

理论方面的收获

认知发展方面

研究者多年来对智力超常与常态儿童认知的不同方面 思维
、

感知
、

记忆 进行了反复

的比较研究 〔‘一 弓 。

结果发现

超常与常态儿童认知 的 不 同方 面 的差异明显程度 不 同 自 了 年以来
,

我们多

次对超常与同龄常态儿童认知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测验比较
。

从表 和表 可以看到不论

是 一 年的测验结果
,

或 一 年的结果 不论是超常个体的成绩
,

或是超

常群体的平均成绩 不论是学龄前儿童或是学龄阶段儿童的成绩
,

都表明一个趋势
,

即超

常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和数类比推理的成绩与同龄常态儿童的 差 异 最为明显
,

语词类比推

理次之
,

图形类 比推理及观察力的差异较小
。

这一趋势随儿童年龄增加而显得更为突出
。

表 超常与常态儿童认知成绩比较 一 年测

岁 岁 岁 岁
项 目

—
’

图形 类 比
。 。 。 。 。 。 。 。 。

语 词类 比
。

数 类 比
。 。

创造性思 维
。 。

注 表 内 ⋯ ⋯ 是超常儿童的代号
。

表 内数字是 超过同龄常态 儿童平均值的标 准差数

表 一 岁超常与常态儿童认知测验成绩比较 平均分数 一 了年测

岁组 岁组 岁组 岁组 岁组
项 目

常 态 超常 常态 超 常 常态 超常 常态 超常 常态 超 常

申

冲占月任

⋯
曰八口︺,叼目门了八曰左任

⋯
八己八

上,上

水

水

,妇月任月

⋯
八”八廿八”﹄孟,上乙乙

观察力

图形 类 比

语词 类 比

数类 比

创造 性 思 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月了

⋯
八︸

注 超 过 同龄平均值一个标 准差 以 上

超过 同龄 平均值两个标准差 以 上

超过 同龄 平均值三 个标准差 以 上

人 数 常 态各年 龄组 一 人

超常各年龄 组 一 人

超 常与常态儿童认知 不 同方 面构 成的模式 有 明 显 不 同 的特 点 儿童 认 知 不同方

面的发展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
,

超常儿童在某些认知方面的突出发展影响其他方面
,

构成

与常态儿童具有不同特点的认知模式
。

为 了从更大范围考察超常与常态儿童认知各组 成 间 的特点
,

我们将多年来多次对不

同年龄的超常和常态儿童认知测验的结果
,

进行了图解分析
。

从图
、

图 可以看到不同年

龄超常儿童
,

同年龄不同年代测验的结果
,

都表明超常儿童是以创造思维和数类比推理较

高发展为特征而形成不同于常态儿童的认知模式
。

常态儿童认知不同方面虽然也有参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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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超常 一 一 一 一 常态

抚 , 八 乃 八
’。

弓
、

、 锌
一‘ 。

之 多
, 。

协
一

‘飞 贷
‘

瓦
了 。夺心 。

八 岁 九 岁 十 岁 十一 岁

一 岁超常 与常态 儿童 认 知发 展剖 面 比较

语词 图形 数 创造思 维 观察力

二材剐。

—
超 常 一 一 一 一 一 常态

式八妓 八人咯汀牛

年 年 年 年

图 不 同时期 岁超常 与常 态 儿童认 知发 展 的剖面 比 较

但特点却不 相同
。

超 常与常态儿童认知发 展的趋 势不 完全相 同 我们 用同一套认知能力测验对

一 岁常态与超常儿童进行了测验
。

结果发现 常态儿童在认知的不同方面 各年龄的平

均成绩有随年龄增长而明显上升的趋势 年龄间的差异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
,

而超常

儿童未见有随年龄增加的趋势
,

有的方面如创造性思维 岁以后从表面分数看略有增加
,

但统计上差异不显著 图
。

个性特征

我们对超常儿童的个案追踪研究发现
,

超常儿童有一些积 极 的 非智力个性特征发展

特另突出
,

就 以这些个性特征为基础编制了儿童和少年非智力个性特征问卷
,

开展了对超

常与常态儿童个性特征的 比较研究
,

以及对个性与认知
、

学 习成绩关系的初步探讨
。

研究

的主要结果如下

超常与常态儿童个性心理特征的 比较

多项研究的结果都表明超常儿童在抱负
、

求知欲
、

独立性
、

好胜心等方面明显优于常

态儿童
。

但在坚持性和 自我意识等方面不同的研究结果尚未取得一致
一 。

通过对超常实验班的学生采用问卷
、

观察和谈话等多种方法结合研究
,

发现在超常儿

童群体中个性特征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

大体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 〕。

第一种类型 他们有理想
、

有抱负
,

求知欲强
,

学习主动 自觉
,

基本上能正确认识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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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卜叫 叫 〕

创造性思维

数类 比推理

语词类 比推理

观察力

编侧日除

年龄组

图 一 岁超常 儿 童不 同 认 知方 面 的发 展 趋势

价 自己
,

能 自我调控
,

有独立性及坚毅顽强精神
。

第二种类型 他们有求知愿望和学习要求
,

但常以兴趣为转移
,

或靠外力 家长或教

师的要求
、

监督 支撑 有理想但不具体
、

不稳定 自我意识发展不够成熟
,

在良好的教育条

件下
,

表现不错 , 一旦离开外力或受到挫折
,

就会情绪波动不能 自控
。

第三种类型 , 他们除具有第二种类型的特点外
,

在性格或行为 习 惯 的某方面存在较

突出的缺点 如说谎
、

拿人东西等
。

在超常儿童群体中出现个性特征 发 展 的不平衡
,

反映了家庭对儿童从小培养 良好的

个性品质重视不够
。

三类人数的比例也取决于教育的好坏
。

个性特征与认知及 学习 成绩 的 关 系

研究者对两个超常实验班和一个同龄常态班学生的个性 问 卷 成绩
、

认知测验及学 习

成绩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虽未取得完全一致
,

但可以看到个性特征的成绩与学 习成绩有较

多的高相关 表
。

研究者又对几个超常儿童实验班
、

普通实验班的学生及个案 追 踪 的超常儿童的智力

智商
,

非智力个性问卷及学 习成绩 , 进行分析 比较和分类
。

有的概括出四种典型类型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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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超常学生非智力个性特征与各科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

个 性特征
学 科学 科

语 文 数学 外语 物理 政 治 生 物 总 分

刁内毛飞
‘

一六

⋯幸咋

月︸八卜︸八月竹呀介八

⋯
八曰

自我 意识

个性总 分

。

。

。

。

。

。

。

。

中

。

。

。

。

。

。

。

。 一 。

。

。

。

。

砚

表 学生智力
、

非智力个性特征及学习成绩的关系

项 目 智 力 非 智力个性特征 学 习成 绩

优

中 上

中

差 或 中下

优

中

中上 或优

差

优优中差优中优差优优优优

,仁 二

中 卜

中中

并 为三 地 区结果相同

的分 出五种类另
,

有的总结出 种情况苦 。

综合这些研究结果
,

可将学生的智力
、

非智力个

性特征及学习成绩的关系排列成表
。

从表 可以看到 在智力优等的学生 中 智商 以 上
,

学 习成绩的好坏主要取

决于个性特征
。

前四类智力为优
,

个性优的成绩也优
,

个性中的成绩也中等 或时好时坏
,

个性差的成绩中下或差
。

智力中上或中等的学生
,

个性优 良学 习成绩优或中上
,

个性差

的成绩也差
。

由此表 明
,

学生优 良成绩的取得更多以个性特征为转移
。

说明增强学生 良好

个性特征的重要性
。

根据对一个超常实验班学生各种类型所占人数百分比的分析
,

可以看到 三优型 优

优优 占 帕 优中中型 占 帕 优优中上型
、

优差差 或中 型及中上中中型各占 肠
。

不同班级各类所 占的百分 比是不同的
。

苏 发展过程和因素

根据十几年对超常儿童的追踪研究和教育实验
,

研究者从超常儿童的成长中
,

发现有

几种不同的发展过程
,

并从中总结 出超常发展必要的 因素
。

发展的过程

通过对百余名超常儿童从幼年一童年一少年一青年的整个发展过 程 的 分析总结
,

研

究者看到超常儿童的成长过程是不平衡的
,

可 以概括 出四种不 同的类型 〔
, ’。〕 表

。

, 余强基
、

荆其桂等
。

天 津 市超常 儿 童集体教 育实验研究
,

中国 超常儿童 青少年 研 究和教育 巧 周年学术研讨

会论 文
,

年
。

待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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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超常儿童发展过程

类 型 表 现 原 因 分 析

跃 进 式 幼年 表 现 早 慧
,

提 前入学 或插班
,

家庭
、

学 校 提供 有 利于 他 们 发 展 的条

此 后 稳 步超常发 展 或从 小学
、

中学 件 本人求知欲旺 盛
,

主 动积 极
,

具 有

至 大学 有 过 一 次或 多次跳级
,

跳跃 式 良好 的个性特征

前 进

形 前 进 式 幼年表 现 早 慧
,

提 前入小学或插班
,

儿 童在学校受挫 折
,

积 极 性 受 到 影

或波 浪式 在小学或 中学 阶段 一 度表 现下 降 与常 响 , 儿童本人贪玩 ,

自控 能力差 ,

缺

态 儿 童无 异
。

经采 取措施后 ,

逐渐 回 乏学 习 动 机 , 出现 某 种行 为 问题 或

升
。

再 次超常 出众
,

稳步前进 因病 旷课 过 多
,

缺 乏 信 心 等

后 起 式 幼年或包 括童 年未 有超常 表现
。

小 学 幼年 在农村 跟老 人 生 活
,

缺 乏 早 教条

或初 中阶段
,

由于 某 次 竞赛或 机 遇
,

件 或 由
一

某个 原 因 表现 “ 开 窍
”

较 晚

成 绩 突 出一 鸣惊 人
,

此后 受 到重 视
,

稳

步 上 升
,

发 展优异

滑 落 式 幼 年 早 慧
,

小 学 或包 括 中学 阶段 一 帆 在较复杂 环 境 中不 能 适 应
,

或 遇 逆 境
,

风顺
、

名列 前 茅
、

竞赛 的 优胜者
,

但 在 不 能正 确 认识 白己 ,

自我 调 控 能 力

中学 或 大 学
,

由于 某个原 因 , 成 赞 下 差
、

缺 乏 耐受 力
、

或 由 此 引 起 神经 衰

降
、

情 绪波动 或崩 溃
,

不 能 自拔
,

经 弱 等身体 的不 适 反 应

帮助 也无 效
,

发 展 失 去 优势

幼年早 慧经 测试认 知 能 力 在 同龄 平均成 绩两 个标 准差 以 上 或 智商测验
,

智商 在 以 上 或具 有某

方 面 特殊才 能
,

经 鉴定 为杰 出者
。

经 鉴别 考核 达 到超常 儿童或少 年 的标 准
。

表 是超常儿童发展过程的顺利或曲折的文字简析
,

它说明一个儿童要能得到超常

发展
,

除了必备的遗传素质的物质基础外
,

还有着 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

即 适合的环境

和教育 因素 包括家庭
、

学校和社会环境和教育 儿童本身的个性心理特征
。

这两个

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制约
,

决定着超常儿童是否能超常发展以及发展过程的起伏
。

·

发 展 因素

根据对超常儿童发展过程的分析以及对他们智力
、

非智力及学 习成绩关系的总结
,

不

难看 出
,

下列几个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
。

家庭环境和教 育

在追踪研究的超常儿童中
,

绝大多数都有良好的家庭环境
,

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
。

根

据对 名超常儿童家庭早期教育的调查
,

呱的儿童在 一 岁时便受到较有计划的早

期教育
,

平均接受早教的起始年龄是 岁
。

这些家长善于因势利导
,

按照儿童的特点提

供丰富的教育内容开发儿童的智力
。

应指出
,

在早期教育中家庭同时也注意儿童 良好 个 性 品质培养的很少 约 占 帕
。

这可能就是超常儿童 中个性特征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原 因
。

从小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

育
,

才能为超常儿童健康成长奠定 了 良好的基础
。

学校和 社会教 育

入学系统地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
,

行为道德规范
,

对超常儿童的发展是一个重大转折
。

大多数追踪研究的超常儿童
,

由于学校对他们实行 了因材施教 提前入学
、

跳级或入超常

儿童实验班等
,

社会上又提供了各种课外充实学 习的机会
,

使他们的潜力进一步发展
,

他

们的智力和个性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

有的儿童幼年缺乏早期教育条件
,

入学后超常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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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才得到开发
,

被发现为超常儿童
。

有少数幼年早慧
,

由于入学后在学校或社会上未被理解
、

教育不当
,

或遇到了挫折
,

因

而使发展受到影响
,

甚至夭折的也不乏其人
。

这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
,

学校和社会教育是超常儿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条件
。

儿童的个性 因素

十几年追踪研究的材料充分表明
,

儿童本人已形成的个性倾向和 特 征是他们超常发

展的重要的内部条件 这一点表 中是很清楚的
。

大多数超常儿童正常发展的正面例子说明
,

由于他们具有旺盛的求知欲
、

有理想
、

有

抱负
,

主动探求
,

积极学习
,

虽遇困难或挫折
,

却能坚持有
“

非学会
、

做好不可
”

的毅力
。

因

此他们的才智得以发展
。

相反
,

有少数超常儿童缺乏动机
,

或不能正确认识和调控 自己
,

一旦遇到困难
、

挫折或失败
,

情绪容易波动
,

尽管客观上学习条件
、

机会仍然很好
,

但却不

能利用吸收
,

甚至一网不振
,

走下坡路
,

以致发展平平庸庸
。

总之
,

在儿童超常发展中
,

遗传只是发展的前提
、

可能性
。

适合的家庭
、

学校和社会环

境和教育是关键性条件
。

如没有适合的环境和教育超常儿童将被埋没
。

然而环境和教育

又要通过儿童本人的良好个性倾向和特征的中介而发生作用
,

使 具 有 潜在的超常可能性

转化为现实的超常儿童
。

关于超常儿 , 的心理结构

通过十几年对超常儿童的追踪研究和教育实验
,

我们 总 结 出超常儿童作为一个特殊

的群体有着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 思维敏捷
、

记忆力强
、

观察敏锐
、

有独创性
、

求知欲旺

盛
、

兴趣深或广
,

好胜
、

自信
、

有独立性 ⋯⋯ 川
。

从这些共同的心理 特征不难看出超常儿童

的心理构成不限于智力
、

创造力方面
,

还包含有个性倾向性和特征方面
。

在对超常与常态儿童的比较研究中
,

结果也表明
,

超常儿童在认知和个性特征方面都

存在着一些明显优于常态儿童的特点
。

再从超常儿童成长过程的起伏及正反经验看
,

个性 因素在超常儿童的成长中有着不

可忽视的中介作用
,

影响到超常儿童继续超常发展和成才
。

根据上述不同侧面的研究成果
,

研究者总结认为超常儿 童 的 心理结构应是认知 智

力
、

创造力和非智力个性特征三方面相互作用
,

独特组合的统一体
。

在这三方面中智力

是发展的基础
,

创造力是发展的高度
,

个性倾向和特征是发展的动力和支柱
。

这不仅是一

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
。

而且对超常儿童的鉴别和教育具有指导意义
。

实际应用及效果

超常儿宜的鉴别

研究者通过几年对超常儿童的个别鉴别
,

总结出 条鉴别的原则和程序
,

然后经过近

年来
,

为建立超常儿童实验班
,

对较大范围的学生进行鉴别选拔的实践检验
,

证明这些

鉴别原则和程序是行之有效的【‘“ 。

自 年开始
,

协作组先后集中了人力编制出《鉴别超常儿童认 知 能 力测验 》‘’ , ,

《少年非智力个性心理特征问卷 川 , 《小学 生个性 特 征 问 卷
,

及 《幼儿个性特征问

卷》【’ , 。 为研究和鉴别超常儿童的认知和个性特征提供了手段
。

虽然我们编制的鉴别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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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超常教育的需要
,

然而由于鉴另工具从无到有
,

从个别鉴别到集体

鉴别
,

使我们对超常儿童的发现从被动地依靠推荐
,

发展到主动地大范围地鉴别和选拔
。

多种形式的教育实验

年
,

中国科技大学首创少年班
,

为早出理科优秀人才探索了丰富经 验「’ ’。

年后
,

西安交大
、

华 中理工大学等校也先后建立 了少年班 〔’ 一 ‘“ ’。

各校的少 年班 各办有特

色
,

成绩都很突 出
。

因此他们分另获得了国家或省教委的奖励
。

对中小学的超常儿童
,

最初阶段是采取个别提前入学
、

插班或跳级
,

由研究者
、

教师和

家长组成追踪研究小组
,

根据该儿童发展情况制订适合的个别前进的计划
,

指导其正常发

展
,

从中探索其潜力及有效发展的条件
。

年研究者协助天津市教育局建立 了我国第

一个小学超常儿童实验班 〔’ ’。

次年与北京八中合作建立了一个中学超常少儿实验班 〔 。〕,

探讨适合于中小学超常儿童集体教育的形式
。

北京八中首届超常实验班的科研成果获得

了北京市
“

七五
”

期间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汇川
。

天津的超常儿童教育实验也已通 过专 家

鉴定
,

并获得了奖励
。

目前全国 已有 余所学校建立 了超常儿童实验班
。

这些中小学超常实验班 与大学少

年班 或允许提前入学 的衔接
,

以及多种形式课外充实教育的发展
,

使我国超常教育的体

系逐渐形成
。

数千名超常儿童受到了适合其水平和特点的教育
,

显示 了他们的 巨大潜力
。

一批 出类拔萃的未来人才开始崭露头角
。

在教学和著作中引用

年的研究
,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

随着我们的研究报告的发表
,

及时为心理学
、

教育

学及人才学等学科的教学或著作引用
。

尤其在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学中
,

不仅儿童和教育

心理学
,

特殊教育学等较普遍地 引用本研究的结果
,

而且《普通心理学 》
、
《中国社会主义教

育学 》 以及《创造教育 》等都广 泛引用 了我们的研究结果
。

有些师范大学的教育系还开设

了《超常儿童心理学 》或《超常儿童心理与教育 》等选修课
。

我们的研究成果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发表
。

如《世界天才儿童会议 》
、
《国际行为发展研

究会 》
、
《亚太地区天才会议 》、

《欧洲高才能会议 》以及一些国家的学术会议等
。

论文刊登在

国际性刊物或学术专著中
,

不仅被国际同行多方面 引用
,

而且与我们开展 了多项合作研究

和学术交流
。

扩大社会影响
,

开展教育咨询

协作组的成员在全国或地方的学术性或普及性会议 上作关于超常儿童研究和教育等

方面的报告
,

听众广涉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
、

保健大夫
、

妇女干部
、

家长以及有关学者
,

影 响扩及社会各层面
。

由于我们的研究和教育成果的推广
,

澄清了社会上关于超常儿童的

一些误解
,

增加 了对他们的理解
,

现在已越来越多地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超常儿童成长的关

心和爱护
。

为适应社会上的要求
,

协作组成员们在各地开展 了对 超 常 儿童的鉴另测验和教育咨

询
。

这对帮助家长和教师正确认识超常儿童
,

正确引导其发展以及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起了

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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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超常儿童的心理与教育研究是一项规模较大
、

协作历程较长
、

方法具有我国特色的研

究
。

虽然在我们已经完成或正在继续着的许多工作中
,

有些需要提高和完善
,

或需要重复

有些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

在尚未开展的工作方面 如农村
、

少数民族及残障群体中的

超常儿童等
,

还需要我们创造条件
,

逐步开展
。

尽管如此
,

这 年来的研究成果
,

可以说

已在理论和实践上填补了我国这个领域的空 白
,

并为今后的进一步 发 展 奠定了较好的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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