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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因為管理教育的官員認為這些學科並不重要，

他們認為在中學，教一些簡易的通識教育就足夠

了。其結果是，不少香港學生竟然搞不清楚甚麼是

南京條約。沒有足夠的文化背景，科技的成長也遇

到極大的困難。

小學教育

小學生功課不宜負擔太重。據聞中國很多家長從

幼稚園就開始讓孩子補習，甚至開始準備奧數，孩

子心理負擔很重，慢慢視學習為畏途。我以為小學

階段，應該進行活潑有趣的教育，將幼兒的能力和

心智慢慢誘導出來。

在健全的社會裡，老百姓必須要有健全的責任

感，並且懂得尊重法律。西方國家的教育政策，很

早就讓兒童熟悉法律的意義。我的兩個孩子小時候

在學校就得到良好的訓練，在一般的好學校，家長

都會幫忙學校一些事情。例如我孩子就讀的小學，

有些家長是律師和法官，他們主動幫忙，將班上一

部分孩子組織起來，模仿在法庭上審理案件的完整

我在香港長大，父親在大學教授中國哲學、歷史

和文學。我深受父親影響，就讀的培正中學又是以

中文授課，所以特別喜愛中國文學和歷史。培正中

學是由美國教會浸信會舉辦的，上集會時要唱詩

歌、聽牧師訓話，接受美國教會文化的陶冶。上課

使用的課本多姿多彩，有英國出版的書籍，也有

香港的教授編輯的中文教科書，林林總總，確實有

趣。父親的教導和我在中學受到的教育，奠定了我

一生學問做人的基礎。這點很重要，相信大部分人

也都有同樣的經驗，是故良好的國民教育必須重視

中學教育。

今天的演講，我就先從小學和中學教育講起。我

個人雖然沒有長期教育大量的小學和中學生，這方

面的見識不見得全面，但我讀中學的時候，曾經花

了不少時間替中學和小學生補習，並且在香港的天

臺小學教過一群學生，也算是熟悉香港學童教育的

經驗 1。其後在美國和臺灣，教育我的兩個兒子，

對外國和臺灣的中小學教育，也有些領會。

教學和學生直接交流的經驗其實極為重要，所以

我很驚訝見到有些大陸、香港、臺灣管理教育的官

員，或者鼓吹中小學教育和寫教科書的學者，從來

沒有直接接觸過中小學生，卻做著影響這些小孩一

輩子的事情，而且還不願意接受有學問的學者和有

經驗的教師的意見。須知這些孩子日後是社會的棟

樑，國家的領袖，豈可因一己之私見，而處以輕

心？

在臺灣，有些政客為了自己的理念，在中小學實

行所謂「去中國化」的政策，十多年下來，很多年

輕人不再懂得珍惜豐富的中國文化，不知道自己的

根在何方。在香港，大部分中小學生不需要修歷史

大學之前的教育
對於中國教育改革的幾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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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工作者），堅持學生做算術題時，非要答

對每一步運算、都懂得推理不可，且極力反對孩子

們背乘法表。他們堅持學生的推理方式和老師要求

的一模一樣，即使學生用不同的方式得出正確的答

案，也得不到任何分數。我想，假如我是這些學生，

數學考試大概也不會得高分。

坦白說，我浸淫數學 50多年了，在數學研究有

突破的時候，還是會用到別人的成果。開始時，我

只能假設他們的成果正確，先向前走一步，再回過

頭來看他們的成果是否站得住腳（事實上，現在有

些名學者連後面這一步也不顧，直接就發表他們的

文章了。）這表示甚麼呢？即使最前沿的研究，我

們也不可能對所走的每一步都了解通透之後，才能

進步。所以在教育兒童時，有部分靠推理，有部分

靠記憶（例如背熟乘法表），這樣才能學得好，學

得快。

要知道，掌握一門學問需要長期浸淫，記熟了的

一知半解的知識，經過長期琢磨，一般會融會貫

通，漸漸了解它的意思。我小時候讀唐詩、宋詞、

古文，根本不懂文字的意思，但朗誦起來好聽，日

後慢慢也就懂了。最重要的是，背誦後牢記於心的

詩詞歌賦，一生受用，需要遣詞用句的時候，可以

隨筆而出。

過程。這種模擬法庭活動，往往要排演很多次，而

小孩也要到處找參考資料。

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方式，孩子很早就接觸到專

業的法律專家，從具體的情境學習美國法律精神，

這不是背書背得出來的經驗。律師和被告人辯論的

時候，要隨機應變，也要猜測陪審員的想法，陪審

員則要討論如何定被告人的罪名。在這個過程中，

小孩子不單得到法律的常識，也學到做人處事的應

有態度。

每逢節日，美國的學校就安排一些和節日有關的

歷史文化作業。比如美國感恩節與印第安人有關，

校方就讓孩子研究印第安人的文化、生活習俗、勞

作方式。有時則是要注意自然界的現象—我的大

兒子拿著望遠境到處觀察候鳥的形態，和百科書裡

的圖片比較。還有研究公路上車輛行駛的速度，當

然也有音樂、體育、舞蹈等訓練 2。種種不同的學

習，輕鬆而有意義，從中知道如何觀察，如何推理，

如何表達，以及如何與同學交流。

中國的家長很多認為自己的孩子在學校沒有學到

甚麼，往往要孩子跳級，結果並不理想。這些家長

往往忘記一個問題：孩子跳級的時候，受到的訓練

不見得完全，知識中有很多空白。久而久之，孩子

會對自己失去信心。此外，孩子太小，難與年紀大

的同學合群，對他的成長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結果。

過去我有個博士後，十分年輕，是馬來西亞知名的

天才，最後受不住寂寞和壓力，自殺去世了。

從不同的文化或教育系統來看數學教育，我發現

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有許多家長太過擔心孩子因

為不懂做題目而考不好試、進不了最好的中學或大

學。另一方面，現在有很多教育家（包括在美國的

1  編註：1950年代起，香港政府在許多大廈的頂樓天臺上設立
小學，由志願者開辦，為當時基層家庭子女提供基本的教育機

會，1970年代後期起逐漸淘汰。丘成桐的中學時期故事可參見
〈那些年，父親教導我的日子〉（《數理人文》第一期）。

2  孩子長大若想成為音樂家、舞蹈家或國家隊運動員，在小學
就要開始訓練。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大學招生時，希望見到學生

在這些項目出類拔萃，而不是死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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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慚愧，還大搖大擺的吹噓偷來的結果。這大概是

在文革時期讀中小學養成的習慣吧。

我最近看到一則消息，這是關於犯下嚴重金融詐

騙案的馬多夫（Bernard Madoff）的訪問。馬多夫

曾是美國納斯達克證交所主席，因詐騙案被判 150

年徒刑。一般人都同意他罪有應得，因為他用所謂

「龐氏騙局」詐騙了投資者的巨額資金。哈佛大學

商學院教授索提斯（Eugene Soltes）曾電話採訪獄

中的馬多夫，這是一門哈佛商學院課程計畫的一部

分。馬多夫說他一開始以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一

般金融管理人都會做的事，不以為意，等到泥足深

陷時，已經不能自拔。其實大部分犯錯的人都是由

輕而重，不自覺犯下大錯。由此可以知道，在小時

候就要教育：不可貪婪，不能帶有僥倖心理；每做

一件事，要警惕可能影響了多少人的生計和前途；

做錯事，需有羞恥心。

培養學生有文化修養，敢於創新和表達自己，領

導群倫的能力，一直以來都是西方現代教育的精

神。中國在這方面的投入實在不夠。美國是新興的

兒童的語言訓練比大人容易，所以學習英文最好

在這個時期開始。當然法文、德文、拉丁文和西班

牙語也都相當重要。英語已成為國際通用語言，不

得不學；很多科學名詞是以拉丁文為基礎；而不少

古典的科學文獻都是用德語和法語寫的，懂得這些

語言都有好處。我們對於任何問題、任何事情，都

應該保持不同的看法，看法愈多，對問題了解得更

透澈。所以教育孩子時，一定要容許他們從不同的

角度來得到問題的答案。

我認為小學教育必須特別注意品德教育。品德教

育非在小時候開始不可，因為不好的習慣形成後，

就很難改變了。甚麼叫作品德？不同民族和不同階

層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與國民文化修養又

有著有密切關係，往往與宗教信仰也有關。但是對

品德的看法總是有個共通點，就是我們對我們生存

的社會要擔當應有的責任。除了作為守法的公民

外，還要知道如何服務社會，忠於國家。親親，仁

民，愛物。最緊要的是知道廉恥。我很驚訝的看到

我的學生抄襲別人的成果，被揭發後竟然一點不覺

（周月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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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育

中學教育是年輕人終生學問的基礎，12歲的孩

子開始成熟，可以集中精神學習基本而有用的學

問。中學第一年是由小學過渡的第一步，可以說是

準備階段，此時我們要讓學生在重要學科上打好扎

實的基礎。語文和數學是學生學習一切知識的基

礎，必須學好。學英文要學習文法造句拼音，學中

文除了白話文外，還要學古文，因為古文是近代白

話文的基礎。同時最好能夠背誦古文和詩詞歌賦，

日後作文時才懂得如何遣詞用句。

中國歷史必須讀，同時要讀得透澈，對國家對同

胞才會有感情。有了高雅的感情，學問事業才會做

得好。我發現在美國，良好的中學都仔細講授美

國 240多年的歷史，大部分學生都以身為美國人

為榮。很不幸的是，我從少年時代就引以為傲的香

港，竟然容許中學生不修歷史，而代之以膚淺的通

識教育。不曉得這是哪個香港政府官員做的決定，

大概是學習臺灣的去中國化得出來的做法。

其實好的歷史學家都是優秀的文學家。讀《左

傳》，讀《史記》，讀《漢書》，大氣磅礡，一

氣呵成。他們的文章水準，非一般文學家所能企

及。所以文學和歷史教育是水乳交融，分不開的。

同理，春秋戰國時代的經書，諸子百家的文章，一

直到宋明理學家解釋他們哲學的經卷，都是絕妙好

文，更何況其中包含了東方文化的精髓。當然，我

們也應該學習西方的歷史和哲學，畢竟現代科學文

明的基礎可以追溯到希臘哲學家的看法，而道德的

標準又受到宗教的影響，我們要和外國人打交道，

不可不知道西方文明的基礎。

國家，但是很多小鎮都有不錯的圖書館，甚至很好

的博物館。老師會帶著學童去參觀博物館，靈活利

用圖書館的設施，讓孩子增長在課堂上沒有學到的

見識。現代網路極為發達，很多文化知識可以透過

網路傳到邊遠鄉村的學校，的確是很有效的教育方

式，但它們無法全面代替親眼看到博物館展覽品的

感受和旅遊見聞。

古人評論司馬遷寫的《史記》，說他自幼周遊名

山大川，因此筆尖有奇氣。這是人和大自然直接的

交流。就如同物理學的實驗，不能由電腦計算來代

替。然而，若能靈活運用電腦、利用電子遊戲，對

孩子的教育卻有很大的幫助。記得我的兒子在不懂

中文的情形下，很快就看完《三國演義》的原本，

那是拜玩電子遊戲得到的結果。藉由遊戲，他很

快熟悉了一大堆當時的人物名號。這些人名頻繁出

現在遊戲上，所以對他來說，記住這些名字毫無困

難。

假如我們能製作更多有趣的電子遊戲，將艱澀的

科學名詞（尤其是生物學和醫學名詞）融入遊戲

中，應該會有很好的效果。另外，也可以將古文譜

成歌曲，以唱歌形式教學，很快就能記誦下來。我

教我的小孩古文，他們大部分都忘記了，臺灣的中

學將〈禮運大同篇〉譜成歌曲，我妻子用來教育

我的小孩，發現他們記得特別長久。但凡事有利必

有弊，小孩子很容易沉迷於電玩，長久不息，必須

有所控制。我的大兒子就曾相當沉迷其中，不易自

拔。總之，我認為小學教育重點在基本的語文算術

外，更要培養他們的人文科學興趣、人格和法律的

基本修養，當然體育和音樂的訓練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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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數學當然以幾何、代數和微積分為主，必須

在高中時學好。最重要而又簡單的方法就是將習題

做好，課前先預習老師要教的內容也很有效。應用

數學的重要分支包括概率論、統計學和組合理論。

假如學生在學習這些學科時，能夠結合實際應用，

對掌握這些學科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表達和推理的學習過程中，深具意義的訓練是

讓學生參加辯論比賽。學生們首先要準備，和夥伴

配合，學習辯論的內容，懂得推理，並要隨機應變，

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又要有風度。一般來說，辯論

比賽得獎的中學生，美國的名校都有興趣錄取。

接下來討論其他理科的學習。物理學是一門重要

的學科，牛頓力學、電磁學的基本意義和理論必須

要弄清楚。同時精通這些學問的理論和實驗的中學

物理老師並不多。除了實驗室必須有好的儀器，老

師最好也受過專業訓練，才有能力演示有啟發性的

實驗，讓學生了解課本知識和自然界現象的比較。

近代化學和生物學的進展一日千里，已非當年我

數學是人類練習推理的主要途徑，不可不知。三

段論證是推理的基礎，事實上，平面幾何的公理化

體系影響了西方兩千多年來基礎科學思維的發展。

牛頓的力學巨著，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都得益於

歐幾里得《原本》的想法。很多教育學家認為平面

幾何的定理在現實社會中用處不大，所以建議取消

在中學教導平面幾何，這是極端短視的看法。

在這 50多年來，無論物理學家、工程師或經濟

學家都了解到數學的重要性。沒有現代數學，很難

想像當今電腦、通訊和資訊處理等產業的迅猛發

展。物理學家從前看不起數學家，這 30多年來的

經驗，卻讓他們認識到看似玄虛的數學理論，可以

在現實的自然界中體現。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即授予三位用拓撲學研究物質相變的物理學家。幾

何學是研究物理時空的基礎，化學家用群論分析複

雜的分子結構，經濟學家廣泛應用對局論，生物學

家需要統計學工具處理大量的實驗資料。現今各界

逐漸認可，數學的確是現代科學的根基。

（ ken19991210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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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最後能夠成功，不是由於他懂得走捷徑，

爭取到最好的結果，而是他能不斷從失敗中站立起

來，並且從失敗中學習成功的方法。我自己做一個

問題往往花五年、10年甚至 20年的工夫，不斷努

力去學習，失敗後再闖新路，才能成功。我們在

課堂上學到的內容都是前人經過多年努力得到的成

果，但我們需要學習他們在奮鬥中如何成功的方

法。所以中學生花一段時間體驗中下層社會的工

作，想辦法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才能更了解社

會，才知道自己的幸福，經過磨練後，即使失敗也

不會氣餒。記得我的小兒子在高二那年到百貨公司

打了兩個月的工後，對自己看法就不一樣了。

我 14歲時父親去世，對我產生深刻的影響。那

年我們學校開學時，學生一同唱一首歌，叫「青年

向上歌」，我的感觸特別深：「我要真誠，莫負人

家信任深。我要堅強，人間苦難才能當。」在學習

這些經驗時，我們也要懂得如何從中得到心靈的享

受。有人喜歡運動，有人喜歡音樂，有人喜歡去幫

助別人。我個人喜歡讀詩詞，古文和歷史，頗能寄

託我的感情。

記得小時候讀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說「好

讀書，不求甚解」，大家都認為不對。其實大家忘

記了，此處重點在於「好讀書」。熟讀唐詩三百首，

不會作詩也會吟。我們只要喜歡，不一定每次讀書

都要澈底搞明白一切。即使念數理學科也是如此。

只要保持興趣，以後會逐漸明白。

讀中學時可以想像。我的兩個小孩在中學上現代微

生物學這門課時，課本都是大學教材。他們很早就

有能力做實驗，甚至得到新結果。這得益於老師的

指導能力和實驗室的先進儀器。

一般來說，中國的中學生花太多時間準備高考 3

或奧數（奧林匹亞數學）。考試考得好表示學生的

基礎不錯，奧數考得好表示學生對某類刁難的習題

掌握得不錯。但是學生需要知道的知識遠比這些問

題多得多，而填鴨式的訓練往往抹殺了學生做學問

的興趣和自由選取題目的空間。

要改變高考並不容易，因為它有一定的重要性，

畢竟這幾乎是中國農村小孩能夠進入上層社會的唯

一途徑，讓偏遠地區的家庭擁有希望，享受公平教

育，增強中國廣大地區的凝聚力。但是高考體系也

間接打擊了學生原創能力的訓練。所以我認為，高

考制度不能廢，但可鼓勵私立大學的建立，另一方

面將目前高校計畫招生的名額，分配一些給有特殊

表現的中學生。這類學生的選拔，可以借鑒美國大

學的方法。

一般來說，中學生一方面精力旺盛，一方面思想

還未成熟，容易意氣用事。尤其受到不良誘惑或挑

釁之後，可能受人利用，或者不顧一切做出後悔終

生的事。中國這 30年來推行計劃生育的結果，很

多小孩受到過度寵愛，不見得了解人世間的艱辛，

所以遇到困境時往往手足無措，甚至頹唐而不能自

拔。我在中學時從老師那裡學到「開卷有益」的重

要性，好的書當然要多讀，壞的書也要看，但要懂

得去比較箇中的區別何在。日後在社會上、在學術

界難免會遇到偽君子，遇到無賴，讀過描述這類人

的書籍後，衝擊就不會太大。 3  編註：類似臺灣的大學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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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學時讀過不少名人傳記和故事，尤其是關於

陳省身先生和楊振寧先生的文章，特別使我感動。

選擇大學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這個問題和我們的

志願有莫大的關係。例如，想讀工科和創業的學

生，頂級名校如史丹佛和麻省理工學院（MIT）就

不錯，文理科哈佛和普林斯頓都很好。但這些名校

招生不多，錄取殊為不易。在美國很多名氣一般的

大學，也許有些學科比名校還要出色，也值得選

擇。現在中國幾所名校也都不差，決定出國留學前

也可以認真考慮。

大學教育

由於長期受到中學教育影響，中學生不見得很

了解大學教育的目的和教授的期望。初入大學

的學生往往以為某些大學先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他在中學時已經學過，到了大學後可

以不必再修。但是中學老師教學的重點和大學教師

的重點不太一樣，往往學生跳過這些學科去修更

高深的學科時，才發覺自己的水準不夠。我在大學

念書時，有些課時間重疊，我兩門都修，但只聽其

中一門。儘管我兩門課都考試，成績也都是班上最

好，但沒有上過的課，總覺得有些不足，在應用其

中技巧時，無法得心應手。所以奉勸年輕的學生，

要儘量打好基礎，不要貪圖進度，急著畢業。

大學生如果立志選擇科學研究的道路，應多修讀

大師級教授的課，或旁聽名家的演講。名校聘請大

教授，自然有其道理。當這些教授和他們的團隊在

學生面前展示他們的最新成果時，對喜愛科學的聽

眾來說，會產生一種難以描述的氣氛。親眼目睹舉

世聞名的重大發現首次向世人展示，令人激動興奮

中學到大學的途徑

我認識不少家長，他們要求孩子集中精力去做高

考題，不需要花時間在其他「無謂」的事上。但是

他們忘記了孩子的一生都要接觸社會，他們長大

後，要追求成功，免不了要和有修養的人士來往，

自己能夠沒有修養嗎？在中學最後幾年，很多家長

會想辦法影響他們的孩子對於大學專業的選擇。他

們的想法往往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很少人想到孩

子真正的興趣所在。舉例來說，我看到很多對數學

有濃厚興趣的中學生不敢以數學為專業，主要原因

是家長們認為數學不會為孩子帶來財富。

我年輕時，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容易賺錢的專

業。幸運的是，母親給我完全自由的選擇，由我自

己依興趣決定。其實很多家長忘了一個很簡單的事

實：我們希望孩子擁有愉快的人生。孩子們對自己

的專業有興趣、有信心，才能事業有成。大家都說

行行出狀元，但是在替孩子決定專業時，一般會建

議讀金融有關的學科。他們也忘記了，名校的金融

類專業，很多基本學科例如數學是必修的。

如何選擇專業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影響孩子的

一生。家長和老師都應該從旁輔助，但最重要的是

要以孩子的興趣為主。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很容易受

到同學、老師和家長的影響，所以我建議孩子多閱

讀成功人士的傳記。美國很多學校都會讓學生執行

一個習作：去訪問及並撰寫成功人士的傳記。每年

我都收到中學生要求我提供資料以便撰寫我的文章

的請求，有些學生則寫家族中某些有成就人士的傳

記。我認為這些習作對學生有很好的影響，在過程

中，孩子可以學到人生的目標和成功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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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大學有不同的作風，MIT對學生的專業課要

求很高。哈佛要求也很高，但要求學生在專業以外，

還要注意心智的平衡發展，將來能夠成為領袖。一

般來說，美國大學鼓勵學生吸收本科專業以外的知

識。我有個朋友的兒子在哈佛大學念埃及文學，畢

業不到兩年，成立了一家相當成功的高科技公司。

原來他修讀過的科目遠遠超過了所在專業的要求。

哈佛大學為一年級新生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新人討

論班，邀請校內名教授來授課，每班 12個學生，

一起和這些名教授在小教室裡討論各種有趣的事

情。舉例來說，我們的理學院長喜歡帆船，他花一

學期時間向學生解釋風帆的種種物理問題，又帶學

生們到他的帆船上實習這些原理。學生在親身實踐

下，學習力學和流體原理，新鮮而有意義。另外一

名物理教授找了 12部電影，叫學生找出電影裡不

合基本物理原理的鏡頭。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和

教授能有密切的交流，很快會知道如何去做一流的

學問。

美國的教育講究訓練學生的創新能力，但創新的

不已。這種氣氛會激發大學生探索創新的熱情，而

不覺辛苦。畢竟，在你眼前的教授可以和你交談，

他的團隊外表看來也不見得特別顯眼，所以你也能

建立起信心，去做重要的學問。一般來說，我寧願

見到一個驕傲的學生，而不願見到死氣沉沉、自怨

自艾的年輕人。

在中國，傳統教育的體制和美國大學不太一樣。

中國基本上秉承傳統政教不分的政策：以吏為師。

學生基本上是學徒，由教師指導，向教師學習。所

以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但是美國

的大學生，除了向老師學習專業知識外，很重要的

一面是和同學交流，並學習如何創造新的思維。老

師和學生密切交流，一同尋求解決社會和自然界的

問題和迷惑的現象。其中的基本精神是，老師也從

年輕學子想法中得到啟發，共同進步。所以美國名

校花很多工夫去挑選優秀的學生。好的學生不單有

能力吸收知識，他們也豐富校園的文化氣息，提供

新穎的想法。為了使得家境貧寒的學生也能進入校

園，學校一般提供大量的獎學金。

（StockSnap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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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只願意留在國外，這意味

著中國教育部門和高校花了九

牛二虎之力，卻為他人作嫁，

終究不是政府培養人才的目標。

中國要成為實質且能久續的

大國，必須要有自己創新的能

力，在科技文化上要有深度，才能夠與歐、美、日

這些科技大國爭長短。這個問題非從最基本的教育

來解決不可。如何創造良好的環境，在中國土地上

培養出一流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可以說是當務之

急。上面討論的內容主要是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部以

前應該注意的事情。至於如何培養傑出的研究生，

以及如何成長為大師，講究的是人生境界的培養、

哲學思維的修煉，而上面所談的則是難以改變的基

礎功夫。

發展第一流科學研究，是西方社會花了數百年的

投資才完成的基業，絕對不能輕視。記得有一次訪

問哈爾濱工業大學時，有位年輕人跟我說，中國的

航太技術己遠遠超過西方，有人又跟我說，我們在

生物學的成就已遠遠超過哈佛大學，這使我想起

50年前趕英超美的大話。我們確實大有進步，但

是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大規模產生引領世界的科學和

技術，我們還需要沉著氣去追趕。

基礎在質疑問難。假如學生對於見到的事物、閱讀

過的書籍文章都沒有興趣，不願意去發掘問題、找

尋其中真意的話，這些學生不可能有創意的成果。

我念大學時，某位數學老師的教學方式是拿一本書

來，叫學生找尋書上的錯誤，並加以糾正。這是很

好的訓練。聽說猶太人教導小孩，也是同樣要求小

孩提問大量的問題，甚至刻意構建一些有疏漏的理

論，要求孩子們找出其中的錯誤。這種訓練方式很

值得我們學習。

很多名校的學生在暑期間會到不同地方去實習，

可能是大實驗室，可能是政府機關，可能是大公

司，甚至到國外交流。對學生來說確實很有意義，

不單可增廣見聞，認識不同地方的文化，也開闊了

學生的胸襟。在畢業前一年，也有老師指導他們寫

學士論文，嘗試自己做研究的滋味。我在哈佛大學

數學系這麼多年來，常會見到十分有水準的學士論

文，往往使我驚歎不已。

當然我們會問，為什麼美國名校能夠做到這點，

而中國名校還沒有能力培養出極為出色的大學生和

高水準的研究生？其實經過十年來的努力，中國高

校大學生的程度已經比先前大有進步。六年來我主

持的大學生數學競賽，看著每年中國學生不斷進

步，不少大學生在美國名校讀研究所時嶄露頭角，

使人欣喜。但是楚材晉用，大部分留學生學業有成

（nguyentuanhung 攝）


	數理人文12P.68
	數理人文12P.69
	數理人文12P.70
	數理人文12P.71
	數理人文12P.72
	數理人文12P.73
	數理人文12P.74
	數理人文12P.75
	數理人文12P.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