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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都市报/图) 南海网11月3日消息: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

大学日前宣布，从本月初开始面向全国受理2007年第31期少

年班考生报名，招生人数仍为40人，凡1991年及以后出生、

学习成绩总排名位于所在年级前列或者在学科竞赛等方面有

突出表现的学生，均可由所在中学或社区推荐报名。 人们还

记得，武汉的华中科大从1985年到2000年共开办了十几期少

年班，培养了约500名少年大学生。 他们曾是人们追捧的“天

才”，他们如今身在何方，有多少人成为精英名流？如果一

切重来，他们还会选择少年班吗？ “万千宠爱集于一身” 10

月17日，记者在华中科技大学见到了物理系博士生导师张端

明教授。1985年，华中科技大学(当时称“华中工学院”，以

下简称华工)开设少年班时，张教授是少年班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 据张教授介绍，改革开放初期，李政道向小平同志建

言，培养高科技人才也要像培养乒乓球冠军一样从娃娃抓起

！由此，我国第一个少年班于1978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诞生

。1985年，全国12所高校纷纷开设少年班，包括北大、清华

、北师大、复旦、上海交大、华中工学院等等。国家教委为

此下发了文件。 华工选录少年班学生的标准是：智商在130左

右、德智体全面发展、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初高中在校学生

。1985年夏，23名超常少年从全国各地选录入华工。 华工的

领导层对办少年班极为重视。少年班实行“导师制”。学校

从相关院系挑选了一批优秀教师当“导师”。少年班的23名



学生与博士们同住一楼，每两人一个寝室。学校专门为少年

班买了两台洗衣机，单独设了图书室。少年班的学子一时间

成为大学生们艳羡的“校园明星”，学校对少年班的合理要

求也是有求必应，一心要为国家培养“杰出人才”。 班主任

眼中的“神童” 大部分儿童的智商在85115之间，极少数儿童

的智商大于130，他们被称为超常少年。 华工少年班中也发现

了一些智力明显超常的“小神童”。宋文芝共在少年班当了

十多年班主任，她向记者介绍起她眼中的超常少年。 她说，

以英语为例，首届少年班学生入校时的英语成绩平均分仅

为60分。该校1985级共65个班，第一学期末，少年班平均成

绩名列第21名，第二学期末，名列第6名，第三学期末，名列

第2名，第四学期全班参加全国首次英语四级统考，除一人

外,全部通过，通过率达95.2%,当时该校平均通过率为63.4%。

1993年夏，少年班招录了一名12岁的学生刘俊杰。他的自学

能力很强。刘俊杰几乎没听过物理光学原理课，却要参加该

科目的考试。任课老师对他说：“还没有一个学生没听我的

课就能通过考试的1 刘俊杰坚持参加考试。那位老师就坐在

他旁边监考。2个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刘俊杰只用了1个多小

时就做完了。老师当场改卷，100分的试卷刘俊杰考了94分。

回到办公室，老教师对同事们大发感慨：“我教了一辈子的

书，没听我的课就能及格的人还是头一个碰上1 刘俊杰本科

只读了3年就修完了全部学分，跳级毕业，15岁就被清华大学

免试录取为现代应用物理系硕士研究生，现在美国读博士后

。 当年才俊今安在 十几年过去了，少年班的学生如今身在何

处呢？ 据了解，华工少年班始于1985年，终于2000年，共

有500余名毕业生。有关他们现状的详细情况，校方并无统计



。 连日来，记者通过艰苦“搜索”后发现，少年班全部毕业

生中后来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的超过85%，绝大部分的“处境

”较好，但称得上“拔尖人才”的科技工作者并不多。大部

分人从事软件开发、技术管理、学术研究或开公司。其中的

精英人物有：蔡为毕业于1991级少年班，曾获美国总统奖；

李一男华为公司副总裁兼首席电信科学家，中国IT业有影响

力的人物，有媒体报道他身价7亿元。 10月17日，记者在华中

科技大学查到了一份首届少年班的名册。据记载，该班共有

李一男、吴雅楠、贺海鹰等23名学生。这些人中有十余人曾

出国深造，有的至今仍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拉美工作，

甚至担任公司要职，其职业多与物理和计算机有关。 贺海鹰

曾在美国读博士后，现以海归的身份在上海发展。管霖现为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教授、博导。其他人的职业主要为大

公司部门负责人或大学老师，还有一位少年班毕业生现为北

京某媒体部门主编。首届少年班毕业生中留在武汉发展的仅

一位，现在湖北移动公司工作。 一些人不愿读少年班 如果一

切重来，你是否会再次选择少年班？50%接受采访的人说，

不会读少年班。 1992级的徐先生现在上海某公司从事软件开

发，他说，少年班理工科基础科目的思维训练是很有益的，

但仅靠考试来选拔，仅靠高强度的功课就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吗？徐先生基本上不认同少年班这种教育模式。 少年班毕业

的喻先生也认为，从少年班设置的一些专业来看，学校是想

培养拔尖人才，但恰恰忽视了读这些专业好不好就业。现在

看来，绝大部分毕业生并未成为高科技人才。另一位王先生

承认，他现在内地某公司做一份普通的管理工作。从他的高

中成绩来看,如果不读少年班,考上华工是没问题的。如果一切



重来，他肯定不会读少年班。 一位少年班学生的母亲也说，

当年，14岁的儿子考上少年班，人称“神童”。她也觉得脸

上有光，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悲剧。儿子已人到中年，仍

非常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和与人交往的能力。人为地制造“神

童”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培养人还是循序渐进为好。 华

中科技大学有的老师认为：办少年班是拔苗助长，不利于青

少年的成长。 与此相反，也有许多少年班学生认为，如果一

切重来，还会选择少年班。首届班毕业生管霖现为华南理工

大学博士生导师。她说，办少年班其实让学生多了一次考大

学的机会，因为少年班是面向高二以下的学生招考。事实还

证明，少年班学生的成绩明显高于普通班，毕业后的工作状

况也普遍较好，其中也出了一些人才。 华工停办少年班有争

议 原华工教务处副处长武金渭认为办少年班是因材施教。据

他介绍，停办少年班本身就存在争议。1996年，华工安排教

务处和学工处到外地考察，回来后，教务处和学工处分别向

学校写考察报告。学工处主张少年班不宜办。原因包括年龄

造假的太多、有些中学为备考少年班采取针对式训练等等。

教务处则称少年班应继续办，一些问题完全可以改进。 于是

，学校决定停招少年班。1996级少年班学生2000年毕业后，

少年班就彻底消失了。 少年班原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张端明

教授认为，少年班只有十多年的实践，不能要求它一下子就

培养出一个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作为一种教育模式这么

早就予以否定实在太草率了。事实上，它已经培养出了一批

杰出人才。 蔡自兴教授是中南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在美

国生活过。他在多个场合明确反对大学办少年班(目前国内还

有中国科技大学在办少年班记者注)。10月28日，记者采访了



蔡自兴教授。 蔡自兴教授称，办少年班是拔苗助长。早慧儿

童是客观存在的,但数量极少。办少年班不利于学生性格、情

商的培养。拔苗助长培养出的人不是“完整的”人。少年班

毕业生80%以上考取硕士，但这并不能算少年班的成绩。因

为少年班的生源很好，这和清华、北大毕业生中考取研究生

的比例很高是一个道理。少年班毕业生中许多人在国外生活

，但从事的是一般的工作。在目前情况下,集中名师、财力去

办少年班，培养出来的绝大部分人是一般人才，甚至是为外

国培养人，这实在是得不偿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