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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英才：英才本质属性的论争

（一）智商论：强调英才的先天生成

在智商论的视角下，“英才”一词强调英才学生

与生俱来的高智商，也突出了其具备超出常人的能力

与特征。仅根据儿童智商水平的高低，又可以进一步

区分为“奇才”“天才”“天才儿童”和“超常儿童”等。

（二）才能论：强调英才的后天养成

在才能论的视角下，“英才”的范围更加广泛和

多元，其在认同智力这一先天因素对于英才成长发

挥奠基作用的同时，更强调后天因素的影响。即英

才不仅包括具有较高天赋智力的天才，还包括那些

在一个或多个领域具有卓越表现或发展潜能的个

体。在这一视角下，“英才”一词更多指向“优才/专

才”“高能力学生”等概念。

（三）需求论：否定英才的身份差异

博兰德指出，每个学生都具有不同的天赋、才能

或是有待开发的潜能，表现为不同领域的学习需求，

而英才学生就是那些在一个或多个领域具有较高学

习需求的个体。他认为应该取消“英才”的概念，摒

弃依照“人为”标准识别英才学生的做法，更多地关

注英才学生的差异化学习需求。这一“需求论”将英

才视为在特定领域的“高需求学生”，而不是那些在

智力或其他特定领域具有卓越能力和表现的学生，进

而否定了英才学生与普通学生在“身份”上的差异。

总之，随着英才教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于

“何谓英才”形成了更加多元和丰富的认识。事实

上，对英才的多元化认识也影响着学界关于“英才教

育”的表述：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学者们普遍使用

“giftededucation”（天才教育）一词，而21世纪以来的

相关文献则更多地使用“giftedandtalentededucation”

（英才教育）一词，反映出“英才”指称范围的扩大。

二、谁的教育：英才儿童选拔标准的论争

（一）围绕智力测验与学业成就测验的论争

如果说最初智力测验与学业成就测验之间的论

争关乎英才到底表现为高智商还是特殊才能的认知

分歧，随着英才的发展属性受到普遍认可，围绕两类

标准的论争更多地指向哪个标准能更有效地识别出

英才儿童。部分学者较为认可这一观点，即尽管智

力测验作为唯一选拔标准可能存在缺陷，但可以成

为预测一个人未来发展和成就的指标之一。

（二）对智力测验和学业成就测验的批判

鉴于美国绝大多数英才教育项目把智力测验或

学业成就测验作为英才儿童选拔标准的现实，一些

学者对两类测验的识别效果提出质疑和批判。质疑

的焦点在于，两类测验都属于标准化测验，运用这些

测验对英才儿童进行识别是一劳永逸、“一考定终

身”的做法，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其未来的成就。将智

力测验和学业成就测验作为英才识别标准还会引发

教育公平问题。由于选拔标准主要看重学生的学术

性向和学业成就，长期以来，美国英才教育项目的对

象大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群体，而少数民族、英

语熟练程度较低以及其他处境不利学生的参与度较

低。因此，一些学者将矛头指向英才儿童的识别标

准，特别是在多元化英才概念已经成为共识的当下，

仅仅依赖智力测验或学业成就测验进行英才识别和

选拔的做法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如何教育：英才教育实践形式的论争

如何开展英才教育，既是对何谓英才以及如何

选拔英才这两个问题的逻辑延伸，也是将英才教育

何谓英才，谁的教育，如何教育
——美国英才教育发展中的三大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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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体现。围绕英才教育的实践形

式，美国学界也有不同看法。

（一）同质化培养：普通班外的分轨教学

自特曼运用智力量表识别英才儿童并进行特殊

教育以来，将英才学生选拔出来为并其提供有别于

普通学生的差异化教育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英才教

育实践形式，即“分轨教学”。许多学者开发的英才

教育实践模式都是分轨教学的代表。其中，斯坦利

的人才搜索模式是比较典型的加速制形式。斯坦利

等人运用SAT测试、探索测试等将在数学、言语等领

域超出同龄人水平的英才学生识别出来，依托建立

在六所大学的英才教育中心，提供弹性、多元的学习

途径与资源，使英才学生能够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

获得更超前和充分的发展。

（二）异质化培养：普通班里的差异化教学

一些学者致力于从调整学校正规课程入手，在

英才学生身处的异质化班级中满足其较高的学习需

求。罗宾逊等人提出“最佳匹配”的概念，认为学校

教学计划应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相匹配，针对不同学

生灵活调整学习进度，而不是严格按照学生年龄划

分年级；应为不同的英才学生提供差异化的教育选

择，而不是为选拔出的英才学生群体提供特定的同

质化教育项目。

四、论争背后：英才教育在公平质疑中不断发展

（一）公平与卓越的博弈

20世纪20年代至今，美国英才教育经历了百年

发展，学界对于英才有了逐渐深入与多元化的认识，

引发了关于英才选拔标准的论争，也使英才教育实

践不断向前推进。然而，这一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论争的背后是“公平”与“卓越”两大价值取向之

间的博弈。

一方面，英才教育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得到较快

发展，首先得益于美国国内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追

求卓越的价值取向。政治方面，尊重个体贤能差异

并认可其社会价值的“精英统治”理论奠定了美国民

主社会制度的基础。文化方面，追求个性与自由的

个人主义传统使美国民众特别崇尚个人成就。而教

育方面，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要素主义教育思

想，因强调高质量、高标准与高成就而成为英才教育

发展的助推力。

另一方面，美国英才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公平

理念和现实层面的阻力。英才教育因其内在的选拔

性和卓越取向，在社会舆论层面持续面临着有违教

育公平的批判。与此同时，随着“政治正确”理念不

断在美国教育领域蔓延，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对英

才教育的态度左右摇摆，近年来甚至出现得克萨斯

等州直接取消本州英才教育专项拨款的政治举措。

正如有学者所言，公平与卓越都是教育发展的目标，

教育公平目标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而教育卓越目标则确保每个学生的能力都能获得最

大化发展。然而，由于追求教育公平的效果往往立

竿见影，而追求教育卓越的举措只能获得长期收益，

面对“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政府往往选择前者。

（二）英才教育的走向与启示

面对社会层面对公平性的质疑和政府的消极态

度，美国学界积极在为英才教育的发展争取空间和

资源。学者们纷纷指出，公平与卓越不应该成为相

互排斥的目标，英才教育作为因材施教的形式，体现

了差异性公平，也是真正的教育公平。回溯美国英

才教育的三大论争，其核心都涉及对教育公平问题

的回应。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致力于使英才教育

走向更多公平。

在世界经济与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下，我国

应突破英才教育的认识误区和政策障碍，加强英才

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扩大英才的识别范围并优化

英才识别方法，丰富英才培养模式，强化英才教育的

师资培养，探索英才教育研究与社会支持体系。通

过建立国家英才教育体系，有效助力我国创新型国

家建设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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