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此时，“小神童们”来中科大复试时，社会上对于这群少年大学生，认
为是因材施教，还是拔苗助长，而争论不休。昨日上午，星报记者对话中科大
少年班学院执行院长陈旸，就大家关心的话题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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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成绩，切不可
“温水煮青蛙”

——名校直通车：让后进生成为“学霸”详情：0551-62172800

“温水”大锅，煮掉了孩子的成绩

“困”在何处，是提分的关键

分门别类，学习问题各有千秋

林同学今年上初二，令老师瞠目结舌的是：
英语单词会拼写的竟然不超过20个，更为荒唐
的是，妈妈从小学开始就给他报了英语班，几年
下来，钱没少花，效果为 0，还浪费了宝贵的时
间。明知没效果，为了买一个安慰，还是把孩子
送去了家门口的一个大班上课。

维斯特教育专家指出：90%以上的学困生都
是因家长选择“温水”而耽搁造成。在维斯特花
几千元就能达到几万元换不来的成绩，其精准、
快速无可比拟。早一步为孩子选择“1对1”，就
早一步领略到成功的喜悦。

由于家庭和社会环境、自身生理和心理的
影响，造成在学习中出现基础薄弱、动力不足、
考试焦虑等诸多问题的学生，我们称之为“学困
生”。“学困生”不能够自我调整状态，从而学习
进一步受到影响，成为学生中的弱势群体。而
家长们则多数武断地认为“学困生”就是学习不
努力，于是进一步施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维斯特教育提分专家分析：学困生形成，原
因多种多样，譬如：纪律观念淡薄、基础薄弱、家
教不当、甚至受到社会上不良因素影响……要
转化学困生，必须深入了解到形成原因，然后根
据特点，因人因材施教，找准学生到底“困”在何
处,才能瓦解问题,快速提分。

维斯特的老师把学困生分为三类，只有确
定学生的问题所在，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辅导。

1.不想学。孩子缺乏学习的动机和兴趣，往
往视学习为负担。维斯特教育针对此类学生，
运用灵活生动的教学模式，将学习与生活实际
联系起来，重在激发学习兴趣。

2.不会学。耗费大量时间，却往往事倍功

半，是由于不当的学习方法和习惯。维斯特老
师会从各类型的题目抽丝剥茧，教授、锻炼解题
的能力与速度。

3.心理障碍。考试焦虑、遇到问题手忙脚乱
等都是心理障碍的表现。维斯特教育出台了一
系列训练方案，模拟大小考试，锻炼应变能力，
从而挖掘出学习潜力。

在维斯特“1对1”辅导，所有孩子都会是“学霸”

维斯特教育认为：对于学困生，我们重在因
势利导，将教学与生活各环节相扣，使学困生始
终保持不断前进的势头。

1.师生关系是转化的基础。“亲其师，信其
道。”学困生往往更需要得到老师的关心和肯
定，维斯特的老师会在课后多与孩子接触，使他
们感觉到老师寄予的厚望。

2.课堂教学是转化的主战场。改进课堂教

学是转化“学困生”工作的主要措施。维斯特的
老师会在上课时给孩子创造更多提问和解答机
会，并在困难时当场给予辅导，坚持课堂巩固。

3.评价方式是转化的关键。维斯特老师在
衡量学生时，排除分数的标准，让学生自己与自
己比，今天与昨天比，对比学习进步，形成学习
动力。

记者：按照招生规定，少年班考

生大多是高二学生，或者更小。他们

年龄小，但分数高，普遍高出当地一

本线100分左右，以至于社会上都习

惯喊他们叫“神童”。您觉得是吗？

陈旸：不可否认，这群学生确实

聪明，但他们只是比别人勤奋一点而

已，不能以神童自居。能在高考中取

得优异成绩，主要是他们在高中阶段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学习比较自律，

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想在知识海洋

中求索，并不断尝试创新。

记者：今年福建 10 岁少年勇闯

少年班，却因成绩差了一点，被入围

复试名单，受到社会关注。在少年

班的复试中，会不会特别青睐年龄

较小的学生？年龄小是不是更得宠

一些呢？

陈旸：年龄不是我们最关心的。

我们关注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潜

质，我们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让

准备好上大学的学生有一个好的成长

平台。这群学生大多是高二学生，只

是比同年级学生小两三岁。而且高三

主要是复习，如果早就掌握了知识，

不如直接进入大学开始新的学习。

他们对学习保持强烈好奇心

本报记者对话中科大少年班
学院执行院长陈旸：

他们不是“神童”
只是比别人勤奋

记者：提前进入大学学习，对“早

慧”少年来说，到底是拔苗助长，还是

因材施教？

陈旸：他们已经长大了，不需

要人去拔。我们也不是去全国各

地找学生，他们主动报名，已经做

好上大学的准备。中国这么多人

口，想早一点读书，又比别人读得

好的学生肯定有，而少年班是给他

们提供一个平台，因材施教，帮助

他们成长。

记者：这群学生的成绩都很优

异，有人认为少年班的孩子是只会读

书的“书呆子”，您如何看待？

陈旸：都很活泼。多年来，在全

校性合唱、辩论、足球、篮球、围棋等

文体比赛中，少年班屡次夺冠。在全

校70多个学生社团中，10多个社团

的负责人是少年班的学生。除了对

于他们的交往能力、性格和兴趣等非

智力素质的培养外，在整个少年班教

育过程中，我们会将“感恩之心”贯穿

始终，不仅是对家庭、父母，还包括对

社会的感恩之心。

少年班的教育定位很清楚，就

是精英教育，必须让他们有感恩之

心，以后回报社会。比如在大一阶

段，教育他们要互相帮助；到了大

二，就要给大一新生介绍经验；大

三、大四时，鼓励他们做助理班主

任，为低年级做一些课程辅导。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和校友给他们成长

提供的帮助，影响他们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形成，等到走出校门后，能会

反过来帮助别人，懂得“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不是拔苗助长，因材施教助他们成长

记者：今年少年班应届毕业生去

向如何？30 多年来，少年班毕业生

都到哪儿了？有没有统计？

陈旸：今年46名毕业生，有2个

学生就业，其他人都选择继续深造。

大概有22位出国留学，基本上是世

界名校。2个去了斯坦福大学，2个

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个剑桥

大学，1个牛津大学，1个麻省理工学

院……在已毕业的2700名中科大少

年班学院学生中，91%以上考取国内

外研究生；19%在科教界从事学术工

作，至少有210多人在国内外著名大

学做教授，其中100多人在欧美一流

名校做教授，仅哈佛大学就有6位；

70%以上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

融、制造等领域，从事核心技术研发

工作；当选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

会士4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6人，

获得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麦克阿

瑟天才奖等重要奖项的超过100人/

项……

记者：少年班学生年龄偏小，他

们能管好自己吗？尤其是男孩，会不

会容易玩游戏上瘾？

陈旸：这群学生的自律性都较

好。但在少年班学院中，确实有过“网

瘾”学生，这也是头痛的事。以前也发

生过这样的事情，孩子被开除。但我

并不认为这与他们的年龄小有关，因

为游戏瘾并不是少年班的个例，而

是大学校园中的“通病”。所以，中

科大不建议大一学生带电脑上大学。

记者：少年班大一不分专业，这

是出于何种考虑？

陈旸：少年班最大的优势是学生

进校后不分学科专业，类似于美国大

学的本科生学院。学生第一年学基

础课，一年后自由选择到不同学科大

类平台，三年级再自由选择专业，课

程在全校范围内选择。数学、物理等

基础课按照本专业的要求开设，比其

他学院非本专业学生学得要深一

些。举例来说，现在不管成绩好坏，

都一窝蜂学经济、学管理，可对自己

是不是适合学，一无所知。就连不少

高考状元也是如此，以为这是大热

门，专业也好听，好就业。华尔街中

科大校友最多，却没有一个学金融

的，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毕业后，基本上进世界名校继续深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