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才教育的实施方略
——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

汪义贵1，2，侯晶晶1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2.池州学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安徽池州 247000）

摘要：建成教育强国、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国家在拔尖创新人才上、在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上发力，这

是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才需求的关键一招、破题之举。英才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重

要手段，其实施方略是培养的前提和基础。但由于人们对英才观念认识存在偏差，使英才教育发展陷入了一定困境。反

观国际社会在英才教育政策和实践层面积累了丰富的先进经验。促进我国英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学习国际先进的

实施方略经验，要加强国家对英才教育的统筹规划，提供相应的支持与保障；科学开展英才儿童鉴别，构建我国英才儿童

鉴别体系；开发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英才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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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Elite Education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National Condition Oriented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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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uild China into a country strong in education as well as a world hub for talent and innovation，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producing first-class innovators，and improving our ability to nurture talent at home. It is key to meet the need of developing new quali⁃
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demands for talents in Chinese way of modernization. Eli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arly train⁃
ing of top innovative talents，and its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training. However，due to the deviation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elite，the development of elite education has fallen into a certain predicament. On the con⁃
trary，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ccumulated rich advanced experience in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elite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lite education in China，we need to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trengthen the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of elite education，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support. Carry out the identification of 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 scientifical⁃
ly and establish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opti⁃
mizing curriculum for talents are feasibl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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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

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1］。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

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建设教育强国，

基点在基础教育”［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重点突显了人才、拔尖人才、基础教育在教育强

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

重要作用。2024年3月9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

全国两会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指出，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创新是核心要素，基础和先导靠教育，

通过教育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拔尖人才教育

也称英才教育［3］，英才儿童的培养具有典型年龄

阶段性，基础教育阶段是夯实拔尖人才教育基

础、变革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首要环节［4］。事实

也证明，拔尖人才是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资

源，英才教育的目标是选拔和培育国家高质量发

展所必需的各种杰出人才［5］，英才基础教育越扎

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然而，目

前我国英才教育发展陷入了一定的困境，到2020

年，只剩下2所高校、10所左右基础教育阶段学校

还在开展英才教育。有学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英才观念认识存在偏

差，忽视、误解、否定英才教育，加之国家缺乏明

确的政策法律依据、经费保障、项目标准以及广

泛宣传，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

英才教育的政策进程与实践进程。

反观国际社会，英才儿童作为拔尖创新人才

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何培养好、发展好这类人才

都是各国基础教育持续探索的重要议题。国际

社会对于英才儿童的培养问题十分重视，一些国

际组织专门以为英才儿童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教

育为主要追求，致力于推进英才教育研究、优化

英才教育服务。从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来看，英

才儿童的培养实践也由来已久，都有着丰富的英

才儿童培养史，在政策和实践层面也都积累了不

少经验。聚焦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英才儿童的

培养经验，尝试从中提炼出对我国英才儿童培养

真正有益的成分，一方面有利于及时把握英才儿

童培养的最新理念和趋势，另一方面，也能为我

国英才教育本土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路径。

二、英才儿童的核心意涵

何谓英才或英才儿童? 这一问题关乎“英才

教育是什么”的本质属性。领会英才儿童的核心

意涵，是开展英才教育的首要环节，更是英才教

育公平而有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6］。关

于英才或英才儿童的内涵，目前世界主要国家或

地区的界定存在不一致性。

美国将英才儿童界定为在脑力、创造力、艺

术力、胜任力或某个具体的科学技术领域具有杰

出表现的杰出儿童［7］。英国认为英才儿童是具有

在数学、英语等一门或多门学科上有天赋的学生

或指在体育、音乐、设计、表演艺术等领域有特殊

能力的人［8］。法国认为英才儿童是智力早熟儿

童，指具有特殊认知功能致使其在学习、理解的

过程中和注意力上有显著特性的6～16岁儿童青

少年［9］或在心理测量量表中的得分远高于平均水

平的群体。俄罗斯认为英才儿童是指在学习或

工作中以可以看得见的名列前茅成绩，或具备这

类成绩的潜力脱颖而出的儿童，即不只是可以看

得见的，英才儿童还应该包括那种还没有展现出

资质与才干的“潜在”儿童［10］。新加坡认为所有

的在以下任何一个方面优于常人的儿童都可以

被界定为英才儿童：（1）综合脑力；（2）特殊的科

学与技术能力；（3）创造性思维力；（4）领导才能；

（5）艺术才能；（6）心理活动才能［11］。日本对英才

儿童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具有“才能”的儿

童，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英才；二是为双重特殊学

生，即学习障碍超常儿童［12］98。韩国认为英才儿

童是指因某些方面与生俱来的天赋出众且需要

进行特殊教育以发掘其先天禀赋的人［13］。以色

列认为在以下四个才能领域表现出众的都可以

被视作英才儿童，主要包括：（1）一般能力和一般

学术才智；（2）特殊能力和特殊学术才智；（3）艺

术才能；（4）体育才能，并且将英才学生分为三个

不一样的档次：优秀学生、天才学生、杰出天才学

生［14］。印度认为英才儿童是指在数学、音乐、语

言、艺术、体育等方面表现出杰出天赋或能力的

人［15］。中国香港地区将英才儿童表述为一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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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方面具有突出成就或发展潜力的学生［16］。

中国台湾地区将英才儿童界定为具有特殊潜能

和超常表现的一类人［17］。澳大利亚各州普遍将

英才儿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智力、创造力、社

会情感、体育中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具有高于一般

水平能力的英才儿童，一类是技能在人类表现的

一个或多个方面明显高于平均水准的英才儿童；

新南威尔士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高潜能学生概念，

作为对英才儿童概念的进一步补充［18］。新西兰

的研究人员以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

理论为核心，将各类才能的杰出表现作为英才儿

童的判定基准［19］。

总的来看，不同国家或地区将英才儿童分为

gifted和 talented两类。gifted强调先天的天赋，以

天赋论为代表。在天赋论的视域下，“英才”一词

强调英才儿童与生俱来的高天赋，也突出了其具

备超乎寻常的才能与特质。talented强调后天的

能力，以才能论为代表。在才能论的视域下，认

同智商这一遗传因素之于英才成长发挥的奠基

作用，同时更强调后天环境的潜移默化，此时，英

才儿童概念的范围也变得更加的广泛化和多元

化。但实际上英才儿童这个概念不仅仅只有所

谓的gifted和 talented两种分类，英才儿童至少有

如下四个分类：极具天赋（highly gifted）、有天赋

（gifted）、有才能（talented）和高能力/高潜力/更有

能力/最有能力（high potential/high learning potential/

highly capable/high ability）。由此看来，英才儿童

概念强调的先天与后天的不同，反映了关于英才

儿童本质认识的静态观与动态观的差异；英才儿

童概念强调的不单单是向动态化发展，还向多样

化发展，表现为由强调某一方面的才能转向强调

多元化才能，由强调受单一智力因素的影响转向

强调受多样性非智力因素的影响，更加体现了教

育公平理念的变化。不管是主张英才儿童的天

赋论、还是强调英才儿童的才能论，亦或是强调

英才儿童的多元化发展，各派之争的本质彰显的

是英才儿童观念的多元化和丰富性。正如有学

者指出的那样，英才儿童这一特定群体是不容忽

视的客观存在，然而，对于这一人群的界定，过去

和现在都存在着不一致与争议［3］。但梳理表明，

人们对英才儿童的认知和理解也体现出一些共

同特征:一是高能力，即英才儿童在某一方面或多

个方面具有超出常人或一般水平的才能；二是多

维度，即英才儿童可以在一个甚至多个领域表现

出异乎寻常的才能；三是多因素，即英才儿童异

乎寻常才能的呈现既有先天性的天赋因素影响，

也有后天性的环境因素作用。世界主要国家或

地区在英才儿童概念的界定上，既符合以上的共

同特征，也体现出了他们基于社会发展需要对待

英才儿童教育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基于国内

外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进展，可以将英才儿童界定

为在脑力、学术才能、创造才能、艺术才能、领导

才能等方面或某一特定领域表现优异或具有巨

大发展潜力的儿童。

三、英才教育实施方略的相关国际经验

（一）英才儿童的甄选鉴别

1.鉴别方式丰富

英才儿童的鉴别，首要问题是采用何种工具

与形式进行鉴别的问题。研究发现，英才儿童鉴

别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量化测评，以学科

类考试为主。量化测评的规定更精确，具有较好

的信效度，鉴别比较科学且容易操作，较少受到

人为因素的影响，更易于使用和监督，但也存在

鉴别方式稍显单调的限制，很难获取英才儿童实

际生活中鲜活的实践资料。二是综合测评，一般

以智力测验、成就测验等定量标准化测评方式为

主，同时考虑部分如教师评价、学生作品等易于

使用和监督的定性方式进行。标准化测验是基

础教育阶段英才儿童鉴别的重要工具，最常见的

标准化测验有智力测验、成就测验、创造力测验、

个性特征测验、特殊能力测验等。例如澳大利亚

最常用的早期儿童智力测验工具有韦克斯勒幼

儿智力测验、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考夫曼成套

儿童评价量表、欧迪斯-列侬学校能力测验、瑞文

标准推理测验等［20］；以色列米尔格拉姆等开发了

特拉维夫活动和成就测查表被广泛使用［21］。相

对于前两种标准化测验而言，创造力测验、个性

特征测验、特殊能力测验使用得相对较少。除了

标准化测验，教师提名与推荐、家长推荐、同伴提

名以及自我推荐也是基础教育阶段英才儿童鉴

别的辅助手段。例如新西兰在鉴别英才儿童过

程中使用的非标准化工具有个人行为特质检核

表、教职工推荐/观察记录表、本人推荐表、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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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亲属）推荐表、同学推荐表、代表作或作业

集等［22］。

2.鉴别主体多元

鉴别主体是回答谁来鉴别英才儿童的问

题。研究发现，目前国外经验可以分为四种模

式。一是国家层面鉴别，以以色列为代表。由以

色列索尔德研究院运用一整套标准机制和实施

规定来开展全国性的英才儿童测评，从而鉴别和

选拔出具有代表性的英才儿童［21］。二是地区层

面鉴别，以美国为代表。美国英才儿童鉴别和选

拔任务通常由各州自行组建专门的组织来实施，

包括设计英才全套的儿童鉴别流程、组织各学校

和各具体项目组根据鉴别流程实施鉴别、开展鉴

别评估等［23］。三是学校层面鉴别，以英国为代

表。英国的每一所学校都建有区别于其他学校

的个性化、全方位的英才儿童鉴别、培育和评估

制度，这主要缘于英国政府要求每一所学校要专

门设置学校内部的英才教育机构和管理团队，负

责该校英才教育的政策制定、设计规划、组织实

施、项目评估和检查指导工作［24］。四是专业机构

层面鉴别，以韩国为代表。韩国英才儿童的鉴别

与选拔是在《英才教育振兴施行令》的基本架构

下，由韩国各英才教育机构根据各自不同的培养

要求、课程设计和专业水准开展［25］。

3.鉴别对象多面向基础教育学生

鉴别对象是回答哪些儿童可以参与鉴别的

问题。研究发现，目前国外鉴别对象多面向基础

教育学生。各国根据英才儿童特质及培养模式，

确定在幼儿园、小学、初中或高中不同学龄段开

展英才儿童的鉴别和培育工作。如法国规定了

从幼儿园入学起就开始对高潜力学生进行日常

鉴别；美国、以色列等从小学二年级开始鉴别英

才儿童；新加坡英才儿童的鉴别年级是在小学三

年级，在四年级开始专门实施天才教育计划；韩

国分别在小学三至六年级和中学一至二年级开

展英才儿童的鉴别工作；俄罗斯英才儿童的鉴别

年级是五至十一年级，其中，针对10-17岁的英才

儿童和青少年实施“天狼星计划”以开展专门的

教育［26］；日本的英才儿童的鉴别年级是高中一年

级，并且面向英才儿童实施“超级科学高中计

划”。在鉴别轮数上，不同国家的英才儿童鉴别

并不只有一次，一般多次、动态鉴别，并一直持续

到高中。

4.鉴别内容多样

鉴别内容是回答鉴别英才儿童哪些方面的

问题。研究发现，各国社会经济战略发展需要不

同，对英才儿童鉴别的内容存在一定差异，总体

可以分为专项类和综合类两大类。一是专项类，

通常是选拔在某一方面有杰出才能或潜能的儿

童，以数学类和科学类为主。例如新加坡对小学

生的初步筛选是根据学生平时在学校的表现以

及毕业时的表现，选取那些平时表现优秀、毕业

考试三门科目分数名列前茅(A级)的学生，进行相

关的智力测试(即言语能力、数学才能和综合才能

测试)和专项才能测试［27］。俄罗斯从国家层面构

建了完善的学生学科竞赛赛事制度，包括21个科

目的相对独立的比赛，选拔全方面、各领域的英

才儿童［26］。以色列主要从学生脑力、创造力等方

面鉴别英才儿童［21］。二是综合类，通常是选拔在

多个方面有杰出才能或潜能的儿童，包含脑力、

创造力、特殊才能、艺术才能、领导才能等。例如

美国英才儿童的选拔内容相当广泛，通常从智力

测试、学业表现、动机水平、学习水平等角度进行

多元评价［28］。法国对英才儿童的鉴别主要聚焦

认知水平、探究兴趣、创造力、人际交往四个方

面［29］。韩国对英才儿童的鉴别以加德纳的多元

智能理论为依据，聚焦学生的脑力、创造力、学习

行为、学业成绩、言语才能、运动才能、人际交往

才能等［25］。澳大利亚对英才儿童的鉴别同样以

多元智能理论为基础，聚焦英才儿童的智力、学

术力、创造力、领导力、人际交往才能、艺术才能、

运动才能和心理调节能力［20］。

（二）英才课程的规划设置

1.课程目标多样

课程目标是指课程本身要实现的具体目标

和意图，它是确定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估

等的基础。总体来看，英才课程目标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英才教育专门法律法规文件中有英才

课程目标的明确阐述，以美国为例。美国英才课

程期望英才学生可以获得与才能相匹配的学术

发展，获得社会心理、社会情感方面的发展，获得

在多元化、全球化社会中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知识

与能力，展现出在个人感兴趣或天赋领域的发展

潜力或成就水平，成为独立的研究者，展示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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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相匹配的成长。这涉及到独立研究能力、社

会责任意识、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

等多方面能力的培养［7］。二是官方相关文件中涉

及到英才课程的能力目标，以以色列为例。以色

列英才教育指导委员会出台的指导纲要中就英

才课程的目标定位在创造力、高阶思维、自主学

习能力、独立研究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高度发

展。此外，提高学习动机、价值观培养和社会责

任意识的培养也都在目标培养之列［21］。三是英

才课程目标基于国家课程目标，以澳大利亚为

例。国家课程旨在帮助包括所有学生从富有挑

战性的课程学习过程中获得成长，最终成为成功

的学习者、自信且有创造力的个体、积极且明智

的公民。英才课程的基本目标也是如此，进一步

而言，英才课程的目标还在于充分挖掘英才儿童

的潜能，培养其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高阶思维

等重要能力［20］。

2.课程内容丰富

课程内容是教学过程中师生发生交互作用、

服务于课程目标达成的动态生成的素材及信

息。随着课程目标的确定，选择符合课程目标要

求的课程内容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英才课程

内容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英才课程

内容多以自然科学内容为主，同时兼顾人文社科

内容。自然科学内容的课程涵盖数学、科学、物

理等重要学科，人文社科内容的课程则涉及写

作、戏剧、表演艺术、音乐等。此外，所开设课程

也注重对现实议题的探讨，重视培养英才儿童的

社会责任意识、人际交往能力、领导力等。例如

韩国最早的英才教育是面向自然科学领域的，随

着时代发展，艺术或人文领域因愈发迫切的需求

而逐步得以推崇［25］。二是英才课程内容兼顾学

习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具有丰富性和挑战性特

征。这基本上是每一个国家培养英才儿童、开设

英才课程的出发点。英才儿童的学习能力往往

更强、学习速度也往往更快，常规的课程学习内

容难以满足英才儿童的需要，在实际的课程学习

过程中，英才儿童往往能够接触到比现实水平更

高、更难的学习材料，而且与非英才儿童相比，其

所接触的知识面也要更广，知识的丰富性程度和

挑战性程度也要更高。例如以色列开展的国家

指导计划就组织10-11年级的英才学生在顶级专

业人士的指导下共同开展课题研究，难度要高于

平时的课程学习内容［21］。三是英才课程内容重

视研究性学习主题的开展。在多样的课程内容

中，研究性学习主题是每个国家英才课程学习的

重要一环，这与每个国家重视英才儿童研究能力

的养成不无关系。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CTY天才少年夏校专门开设了沉浸式的实验室

科研项目，在导师帮助下就前沿问题、尖端问题

等展开深入研究，重点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28］；

新加坡英才项目的参与学生需要从五年级开始

从个性化研究（IRS）、创新项目（IvP）、学校自主设

置的项目这三类个性化学习选项中选择要深入

研究的项目，通过长期的自主研究、实践研究来

培养研究能力［27］。

3.课程实施模式多样

课程实施是将编制好的课程计划付诸实践

的过程，是实现预期的课程理想，达到预期的课

程目标，实现预期教育结果的手段。课程实施一

般有充实制、加速制和分组制三类。一是充实

制。即不改变英才学生的就读年级，在相应的年

级段内容上进行横向拓展，以丰富英才儿童的知

识，同时提升学习任务的难度，或使用更加复杂

的教学策略，以满足英才儿童的个性化学习需

求。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CTY天才少年

夏校开设了学术探索课程，主要探索中学校内课

程以外的学习主题［28］；英国校内英才课程中前往

高中参加STEM活动、机器人比赛、校外参观、周

六上午的研讨会等，主要是通过拓宽学习机会的

方式来实现英才儿童潜能的最大化［24］；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的充实课程包括但不限于学生领

导力培养类、艺术类、体育类、学术拓展类等［20］；

新加坡规定除上课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参加个性化选择研究、充实活动、特殊课程，以此

来提高英才学生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27］；中国台湾地区在常规课程之外开展一

些额外科目，例如创造力培训、领导力练习

等［30］。二是加速制。即加快学习速度，通过提早

入学、跳级或快速掌握课程内容，如某一科目加

速、全部科目加速、提前学习更高年级的学科课

程来满足英才儿童个人的学习需求。例如印度

知名英才教育机构JBNSTS发起的高中生物技术

课程就旨在为有关英才儿童提供生物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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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沿讯息与技术，而这些讯息、技术仅靠校内

课程是无法学到的，是对生物课程加速的一种体

现［15］；中国香港地区的优才书院（GT College）内开

设了专门的加速班，鼓励英才儿童在更高一阶的

层次上对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和音乐方面的某

个问题展开独立研究［31］。三是分组制。即将英

才学生作为一个集体，设立特殊学校或特殊班级

对其进行单独的培养，相应地可以分为三种模

式：（1）一般行分组，英才学生与一般学生处于同

一个课堂里学习，但课内和课下都有着基于英才

儿童开设的差别性课程；（2）特殊型分组，英才学

生与一般学生不处于同一个课堂里学习，专门为

英才儿童单独开设英才班或者英才学校进行学

习；（3）混合型分组，是前述两种分组模式的混合

分类，二者兼顾，能够具备两者的各自优势［5］。例

如德国的文理中学、以色列的英才班等［32］。

4.课程评估系统科学

课程评估是指使用专业方法、有效工具评测

学生学与教师教的成效，衡量课程目标制定、内

容选择、组织实施有效程度的过程。英才课程评

估对于英才课程的改进、政策的完善、英才教育

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每个国

家评估虽有所差异，但总体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

的特征。一是英才课程的评估主体呈现多元

化。政府、第三方机构、学校等都可以成为评估

的主体。例如美国的州政府、第三方机构、学校

等都可以组织相关的评估工作［28］；英国的教育标

准办公室和萨顿信托基金会是英才课程评估的

主要单位［24］；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主导课

程评估工作的开展［20］。二是英才课程的评估内

容呈现全面性。英才课程的评估内容主要围绕

课程资源、课程实施过程和课程影响或成果展

开，这三方面评估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判断是否达

成了课程目标。对课程资源的评估，主要考察课

程资源是否丰富，比如是否有家长、社区等校外

资源参与英才儿童的培养过程，这些资源的参与

是否又在英才儿童知识和能力成长方面产生了

实质性帮助；对课程实施过程的评估，主要考察

教学实践是否契合目标，是否采用了合适的差异

化教学策略，是否做到了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多

样性；对课程产出与成果的评估，包括对学生成

长的评估、教师能力的评估、课程优化与否的评

估等等。例如在中国台湾地区，评估內容不只是

包括学生的学业表现，还会有学生的自我认知水

平、人际关系水平、身心健康水平等，涉及范围比

较广［30］。三是英才课程的评估方法呈现循证

化。英才课程的评估大多是建立在所收集的证

据基础之上的。例如美国通过问卷、一对一访

谈、焦点小组访谈等多种方式收集评估所需的材

料［28］；英国通过报告文本、在线调查、课堂观察等

渠道收集材料［24］；以色列和中国香港地区通过问

卷、访谈等找到评估材料。

四、构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才教育实

施方略的本土思考

我国存在需要接受英才教育的巨大基础教

育群体。根据 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基础教育阶段约有2.47亿在校学生［33］，国际

上普遍认为英才儿童比例约为1%-3%，按此估计

我国约有247万-741万英才学生，这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巨大群体。习近平总书记说：“顶尖人才

具有不可替代性”［2］。它关系到国际间的科技竞

争、关系到能否顺利建成教育强国、关系到能否

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建成教育强国、

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也需要国家

在拔尖创新人才上、在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上发

力，这也是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对人才需求的关键一招、破题之举。因此，

要端正基础教育的指导思想，把英才儿童培养放

在重要位置，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把我国英才教

育建设的更好。

（一）国家需加强统筹规划，提供相应的支持

与保障

国家在英才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至关重

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国家可以推动英

才教育的发展，为未来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优秀英才。一是加强对英才教育的

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和法律体系，明确英才教育

发展的各要素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应充分认识

到培养英才的紧迫性和重要战略意义，要突破英

才教育的认识误区和政策障碍，主动作为，积极

应对，做好顶层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适时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给与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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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教育权利；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适时出台专

门针对英才教育的方针政策文件，从政策层面给

与英才教育相应的基本保障。二是建立起经费

投入保障体系和英才教育监管机制。探索由中

央财政拨款设立英才教育财政专项经费，并鼓励

或要求各省市县配套相关资金经费，根据各地

方、各学校英才教育开展的实际状况和具体需

要，加大对基础教育阶段英才教育的经费投入力

度。教育行政部门如教育部可设立英才教育司，

或者在教育部基教司设立英才教育处，各省教育

厅（教委）设立英才教育处，或者在教育厅基教处

设立英才教育科，各市县教育局设立英才教育

科，专门监督和管理英才教育工作。三是加快制

定国家英才教育项目标准，开发专业课程体系。

项目标准和课程体系是开展英才教育的基本保

障，国家应尽早出台相关的方案，建立起从低年

级段开始到高年级段的完整的英才教育体系，同

时可以在个别试点省市先试行再推广。比如可

以借鉴北京市东城区的做法，探索大中小衔接的

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模式，加强小初、初高衔

接。同时，试点面向特殊拔尖学生的培养机制，

建设好8个区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吸纳学

区相应领域的潜质学生到学区基地校，利用学区

“学院日”共同学习。四是加强英才教育的多元

化宣传。如果社会对英才教育没有达成共识，就

会引发偏见和误会，成为其推进过程中的绊脚

石。宣传推广是英才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多元化宣传能够消除社会对英才教育的偏见和

误解，能够使广大民众形成英才教育意识，树立

科学的教育公平观，不会把培养英才与教育公

平、教育平等对立起来。

（二）科学开展英才儿童鉴别，构建我国英才

儿童鉴别体系

鉴别是英才儿童教育的前提，主要包括鉴别

方式、鉴别主体、鉴别对象、鉴别内容等，它是一

项专业水平要求高的工作。一是在鉴别方式上，

充分运用量化测评和综合测评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鉴定。从国际经验来看，量化测评的规定更精

确，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鉴别比较科学且容易操

作，较少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综合测评方式由

于组合多样，可以多元化使用，可以较为全方位

地获取英才儿童的资料。因此，在选择鉴别工具

上，应多指标结合，充分运用量化测评和综合测

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鉴定，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学

生在特定方面的能力，保证鉴别结果的有效性与

公平性。同时，应适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和青少

年特点的本土化工具。二是在具体鉴别过程中，

坚持鉴别主体多元化。英才儿童具体鉴别是一

项复杂且跨度比较长的工作。在具体鉴别过程

中，鉴别主体多元化，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照

国际经验，可采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学校层

面、专业机构层面为一体的鉴别模式，由国家主

导，省级主管部门负责，依托学校、专业科研机构

等组建评估团队组织实施，系统性地筛查与分

流，确保不同能力水平的英才儿童能够获得适合

其能力水平和发展需求的教育。三是鉴别对象

面向基础教育阶段全体学生。对于面向基础教

育阶段的学生开展鉴别，心理学调查发现儿童的

发展差异在4岁、7岁、13岁体现的尤为明显。这

三个年龄阶段恰恰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幼儿园、小

学和中学，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将具有杰出人

才天赋的儿童少年发掘出来，是基础教育阶段开

展英才工作的应有之义。基础教育阶段对英才

儿童进行鉴别，可以较早发掘年龄较小的英才儿

童，但此项工作也存在一定的挑战，一方面年龄

越小越不易鉴别，对开展鉴别工作工作人员的专

业性要求非常强，同时对教师和家长的平常观察

和生活记录要求也颇高；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投

入特别大的相关经费支出和针对英才儿童早期

培育的一整套安置方案。四是鉴别内容以专项

类为主、综合类为辅。面对国家发展需要和国际

竞争实际，选取符合发展要求的专项类或者综合

类鉴别内容来开展鉴别和培育工作非常重要。

综合类的鉴别可以发掘多个领域具有高潜能的

英才儿童，而专项类的鉴别主要为发掘在数学、

科学、创造力等领域有杰出表现的英才儿童而开

展，它也是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人才

强国战略的重要担当。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以及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参照国际经

验，鉴别应以专项鉴别为主，即首要为发掘在数

学、科学、创造力等领域有杰出表现的英才儿童

而开展，因为这类英才儿童是科技创新、人才强

国战略的重要担当；综合类为辅，即明确包括学

业才能、创造力在内的智力因素，也包含动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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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兴趣、人格、领导力等非智力因素为一体的全

面英才儿童鉴别内容。同时，根据鉴别目标和原

则确定英才儿童鉴别内容组合的适宜比重。

（三）开发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英才课程设置

英才课程设置是一个综合性、个性化的体

系，旨在满足学生的多元化需求，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参照国外经验，可以在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估上进行借鉴与创新。

一是英才课程目标应有高度和兼容性。明确的

课程目标是课程设置的前提和基础，是课程始

终围绕正确方向发展的保障。从国际经验来

看，英才儿童的培养目标主要有两大取向：强调

促进英才儿童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个人潜能的

个人层面取向；强调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国

际竞争力的社会层面取向。基于这两种取向，

英才课程既要帮助英才儿童个体实现发展潜

能，促进自我实现，又要能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

输送需要的战略人才。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离

不开课程之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国家与社会的

长远发展离不开价值观或品格教育，这是国际

视野下英才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在能力上，

创造力、高阶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问题

解决能力、独立研究能力、领导力等都是英才课

程所要培养的关键能力。在价值观教育或品格

教育方面，英才课程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和社会服务意识。在我国，英才儿童培养

的基本理念同样是有个人和社会两种取向，因

而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同样需要兼顾能力培

养和价值观教育两个方面。已有的英才教育课

程目标已经出现了兼顾能力培养和价值观教育

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仍然只是少数，如何将这

些理念推广到更多的学校、更多的人才培养项

目中，是接下来英才培养所要思考的问题。二

是英才课程内容应有深度和针对性。课程内容

是实现课程目标的支柱之一，课程内容的选择

要紧紧围绕课程目标展开。自然学科与人文学

科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跨学科交叉能够打破

学科边界，促进英才儿童全面发展，更好的实现

英才教育的培养目标。在能力目标上，创造力、

高阶思维、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独立研

究能力、领导力等都是英才课程所要培养的重

要能力目标，基于这些能力目标，需要开发具有

一定深度、多样化、针对性的课程。如此英才课

程，可以从不同角度满足不同英才学生的学习

兴趣、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学习需求，使之成为

兴趣浓厚的学习者、动机渐强的学习者、风格独

特的学习者、需求旺盛的学习者。在英才课程

学习内容中加入研究性学习主题，是各国或地

区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它可以培养英才儿童

严谨的科研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信息技术能

力、创造性思维等多方面能力。例如通过项目

研究类课程或社会实践类课程来培养英才儿童

的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独立研究能力；通过

信息检索等课程来培养英才儿童开展研究所需

的基本研究技能；通过公共演讲或展示等课程

来培养学生的创意表达能力；通过前沿讲座来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等等。在价值观教育和品

格教育目标上，最为常见的课程类型为社会实

践，重视现实问题的探讨。例如通过植树等环

保类、参观学习科研机构等科普类、募集贫困儿

童等志愿类，项目拓展等成长类活动来激发社

会情感、培养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服务意识，使之

真正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能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三是英才课程实施应有广

度和探索性。课程实施是课程实现目标的重要

路径，从课程实施的类型来看，加速制、充实制、

分组制是国际上最为常见的三种英才课程类

型。加速制课程的优势在于能够强化学生学习

动机、提升学业水平、提前完成学业、降低教育

成本、增强社交能力并促进社会化等；劣势在于

知识学习不够系统、知识学习不够扎实、学业压

力过大、非智力因素发展相对滞后、英才学生称

呼具有标签效应等。充实制的优点在于能够消

除加速模式的一般弊病，有利于儿童社会性以

及情绪情感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劣势在于缺

乏明确的培养目标、缺乏精心策划的教学策略、

易让学生产生厌倦、难以保持较高的学习兴趣

等。分组制以英才班为代表，英才班是英才教

育中的一种激烈甚至极端的加速制模式，它会

把加速制模式（如早入学、跳级、先修课程）的一

些优点和弊病都予以放大，例如英才儿童的社

会交往问题、身心健康问题也都会被放大，更甚

者会把加速制模式的一些优点转化成缺点。长

期以来，我国英才课程实施较为单一，大多采用

104



总40卷

的是加速制（英才班是一种激进的加速制）。基

于上述之于加速制模式和充实制模式的优劣势

分析，建议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采用“充实制模

式为主、加速制模式为辅”的混合英才教育模

式。在基础教育阶段，主要采用英才学生在普

通班就读的充实制模式，不主张采用英才班这

种“激进的加速制模式”，可以采用提前入学、跳

级、先修课程等“缓和的加速制模式”作为辅

助。纵使主张采取缓和的加速制模式，也不宜

提倡过度提前入学、过多跳级等做法。基础教

育阶段的充实制模式和缓和的加速制模式，都

不需为英才儿童进行单独的编班，均可以采取

“随班就读”方式，这是一种比较经济、可以大范

围开展的模式。四是英才课程评估应有效度和

价值性。评估英才课程的有效性对于进一步改

进课程、继续完善政策、优化英才教育资源配置

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从国际经验来看，评估

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评估内容呈现全面性特

征、评估方法呈现循证化特征。在评估主体方

面，建议英才课程的评估应体现出多元化特

征。评估主体多元化，有利于评估更加真实、客

观与公正。评估主体可采用政府、学校、第三方

机构共同参与的方式进行。由于多主体的参

与，评估的效果也从不同角度体现出了差异化

的风格，避免了一家之言。在评估内容方面，建

议英才课程的评估应体现出分层分类全面性的

特征。依据课程内容是否达成了能力和价值观

的课程目标，评估的主要内容即为课程对学生

能力的影响、对学生价值观养成的影响。评估

内容的全面性，对于学生本人、教师、家长等群

体而言，有利于这些群体了解英才教育、理解英

才教育，而且作为参与者，又能从各自的角度出

发提出改进建议；对于决策者而言，评估内容的

全面就是一种结果的反馈，决定了课程能否继

续实施以及可实施的程度；对于研究者而言，评

估内容的全面性有利于研究者看清问题，促进

反思与完善，以更好地服务于英才儿童的成长

与发展。在评估方法方面，建议英才课程的评

估应体现出循证化的特征。评估方法的循证

化，一方面保证了分析数据的客观性，另一方面

整体上有利于得出更趋客观、科学的结果。在

课程评估时应重视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多元

化方式收集数据，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评估课

程实施的具体效果。按此操作，英才课程的评

估必定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并且能将英才课程

的价值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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