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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自由：
基础打好，自己决定楼盖几层

在很多人眼中，少年班最大的优势是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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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深造的王嘉骝

同学，是2009年高考安徽省第16名，他在填报

志愿时，比较了国内最著名大学化学专业的课

程，发现还是少年班学得深，于是选择了与中

科大少年班一起编班学习的教学改革试点班

（后简称00班）。

但大一的《数学分析》考试，就给了王嘉骝

一个下马威，只考了69分！但王家骝咬咬牙挺

过来了，他说今天回头看，感到很值，跟许多不

同专业的高手一起学习、交流，眼界和思路都

要宽广些。

据多位少年班毕业生介绍，少年班的学生

很自由，学院并不要求他们今后如何如何，这

就好比盖房子，先打好盖大楼的基础，至于你

今后想盖几层，自己决定。

星级记者 俞宝强

“神童”称谓：
要给新生“泼冷水”

每年报考中国科大少年班的有数千人，最后

录取50人左右。什么样的孩子能够上少年班？

据35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关键看学习能力

和意愿。最初几年，中科大老师带着试卷到全

国各地去考学生。后来，通过高考录取，根据学

生高考成绩，确定复试人选。在复试环节，除了

比较难的数学、物理笔试外，还设置了“现教现

考”环节，以鉴别学生真正的学习能力。

这些孩子，人们都习惯于称他们为“神

童”，但在少年班学院里，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普

通学生而已。每年新生入校后，从院长到老

师，都会给这些“神童们”泼冷水，告诉他们不

是什么神童。

在宿舍讨论问题

78级第一期少年班师生合影

听吴文俊院士讲解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35岁“生日”启示：

只为小天才装翅膀，不规定他们的翱翔

35年前，21名冠以“神童”称
号的少年，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
开创了中国教育先河。

35年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
童”们长大了，但在国内外著名高
等学府里，他们很多依旧是最年轻
的博士和教授。

35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少年班已毕业2700名学生，一路
辉煌的同时，也伴随着质疑。神童
教育？拔苗助长？还是因材施
教？本周开始，中科大已迎来
1978级少年班学院学生返校日。
记者日前走进中国科大，为你揭开
少年班神秘的面纱。

在中科大《少年班的建立与思考》一

文中，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

政道回忆1974年5月第二次访华时，他

写了一份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

书，建议在中国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

科学工作队伍”。

1977年 10月，江西教师倪霖写信

给当时的方毅副总理，推荐13岁的智力

超常少年宁铂。方毅对此信作出批示：

“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

格收入大学学习。”因为宁铂当时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大学录取的年龄最小的学

生，结果全国都轰动了……

就这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出了

创办少年班的设想……

当年，招生工作人员奔赴上海、长

沙、沈阳、福州、扬州等地，通过群众推荐

和实地了解，发现了一批成绩优秀、16

岁以下的学生。通过笔试和口试、体检

等，最终确定了21名智力超常少年成为

少年班首批学员，他们最大的15岁，最

小的才11岁，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甚

至还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来自合肥市长丰县的高一学生王

永，就是首批学员之一。据悉，面试那

天，王永答对了所有的问题。老师当场

说，他被录取了，并问他“通知书你是现

在带走，还是寄到学校？”再后来，王永成

为科大自动化系的一名教授。

1978年，少年班正式创办，并举行了

第一期开学典礼。同年，少年班学院迎来

第二期少年班成员，这一期达到67名。

2006 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78级首批学员回母校聚会。据统计，

于1978年进入中科大少年班学习的一

期、二期学生共有88名。这88名学员

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国，至少有七种国

籍，除了近年回国的“海龟”们，仍有近

六成同学留在北美。

来自校方的统计数字表明，少年班创

办35年来，已毕业的2700名少年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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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在世界500强任职的超过35%；当选

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会士4人，美国

物理学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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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毕业两千余人中，约有一半在国

外工作、学习，他们中大部分佼佼者为

外国科研机构或企业服务，但一部分人

的事业与国内有密切的联系，每年都要

回来几趟。在这些天才成才的背后，学

院也会为他们“戒躁戒骄”。采访中，让

记者记忆深刻的是：由于一进校就被罩

上了“天才少年”的耀眼光环，少年班

“大学语文”的第一课就是王安石的《伤

仲永》，以警示学生不要“骄傲”。

最小11岁：
1978年迎来第一期21名学生

警示骄傲：
大学语文第一课《伤仲永》

（图片由中科大提供）

少年班学生在认真听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