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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还是大师》

前言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更有唐朝盛景，不过历史就像过往烟云，随后荣景渐去，世界上的创造发
明也少见中国人的名字。尽管之后还有清朝的康乾盛世，不过我总以为那有点像是回光返照。　　清
朝末年，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马蹄终究跑不过火车，长矛拼不过洋枪，科技落后导致
丧权辱国。到了“五四”，中国人喊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只因战乱连年，局势动荡，直到改革
开放，勤劳的中国人才使这一东方古国再次崛起。　　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没忘教育后代苦读圣贤，
重视教育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三十多年前中国恢复高考，我作为当时的下乡知青，和很多
同龄人一样，为之兴奋不已，似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和刻苦，随着科学春
天的来临，好像中国人站在世界科学顶峰上的日子指日可待。三十多年过去，我也漂泊到美国二十多
年，这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不过，现在还是西方人主导着当代的科学与技术。虽然我也
知道科学的发展需要时间和积累，但是，我还是又开始怀疑我们的教育是否有什么欠缺2009年10月底
钱学森先生去世，留下钱老对中国教育的忧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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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还是大师》

内容概要

《天才还是大师:中美教育的差异》不是什么教育理论专著，只是想通过平时发生的新闻故事和大众能
理解的教育常识，以创造力、创新力为切入点。讨论中美教育的差异以及一些不同的教育观念，从比
较中认识美国教育的思路，了解其中所包含的道理。想以此让读者了解美国这块土壤在过去一百年间
为何能吸引世界精英，使得美国的学术界人才辈出、成果卓著。希望《天才还是大师:中美教育的差异
》能对我们重视教育的民族，不论是在家庭教育、学校教学或国家创新中都能有所启发，有所思考，
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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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还是大师》

作者简介

作者陈旭。1959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后就读福州大学，毕业后在中科
院某研究所工作多年，1988年移居美国，现定居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郊区。

    从女儿在美国上小学一年级直到哈佛大学毕业，作者对中美教育的差异感触颇深。他曾在《美华商
报》做记者，对中美教育特别关注，先后在美国的中文报纸《美华商报》、《侨报》、《世界日报》
、《新世界时报》上发表过许多关于教育的文章，2005年，在北京言实出版社出版有《哈佛东方新秀
》一书，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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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还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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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还是大师》

章节摘录

　　一个物理系教授去学画画，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大概是不务正业，但费曼教授在科学领域却成就
卓著。西方教育重视艺术，不仅仅是让孩子拉几首曲子、画几张画。除了让孩子学会对美的欣赏和理
解，艺术教育的目的同时还是提升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或许艺术让人提高观察能力，让思维海阔
天空，使人摆脱线性、平面的思维局限，从而有三维、甚至多维的空间想象，不断突破传统的束缚。
科学的目标是把困难的事情用简单的方法来分析，而艺术常常是把简单的道理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表
达。保存在巴黎卢浮宫的世界名画《蒙娜丽莎》，500年来一直令人捉摸不透她那“神秘的微笑”，不
同的参观者或在不同的时间去看，感受似乎都不同。　　所以很多的科学家也在研究这幅画，例如哈
佛大学神经科专家利文斯通（Margaret Livingstone）教授就做过专门的研究，从视觉神经科学的角度研
究眼睛与大脑对不同对比和光暗的反应。她指出蒙娜丽莎的微笑时隐时现，是与人体视觉系统有关，
而不是因为画中人表情神秘莫测。她说：“笑容忽隐忽现，是由于观看者改变了观察位置。如果看着
她的嘴巴，便永远无法捕捉她的笑容。”　　这或许是艺术家懂得科学的好处，这样更能让作品千古
不朽《蒙娜丽莎》的作者达·芬奇不仅仅是个画家，他还是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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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还是大师》

编辑推荐

　　钱学森临终留下疑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美国的“傻帽儿”怎么成功的中
国的教育要从美国借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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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还是大师》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总体来说挺不错的，其中的比喻更是贴切“中国教育就像人工培育林，而美国教育更像自
然生长林”，书里的见解和态度也是平和开放的，说了说中美两国各自的优缺点，中国更削足适履，
美国更放纵自由。看过的人这么少让我感觉挺奇怪的。。。
2、我们能从里面学到不少东西，感受到不同地方教育的不同
3、很值得多的一本书，原本以为中国人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与美国有差距，但相差不是很大，读
过这本书后发现，差异巨大。
4、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自己想写读后感，想来也是因为此书的魅力。
　　  《天才还是大师》的笔者名为陈旭，就个人感觉而言，陈先生真是为博学多才的作者，语言平
静而不失优雅，论述朴实而不失雄辩。《天才还是大师》主要论述中美教育的差距，通篇旁征博引，
实例丰富，而笔者却并未就中美教育做出好坏评价，一切参差皆留给众读者自己评判。就我个人而言
，中国教育强于应试而弱于运用，初高中学业压力山大，竞争相当的激烈，而家长大部分在此时不合
时宜的给孩子培养了一种观念：考上大学你就可以放松了。中国学生可能会为了这个所谓的放松而坚
持努力，毕竟这是个比较现实的目标，而不出索然，大学生生活放松的多，而且是太多了，本应是象
牙塔的天子骄子一个个桎梏不前，故而本最应造就人才的大学反而成了人才的墓地。与此同时，美国
学生是先松后紧，这种教育当然有一种弊端，那就是会有一部分孩子在少年时不认真学习，被大学所
淘汰；当然，事分两面，能上大学的当然是不错的孩子，不论他们是天资过人还是刻苦努力，至少有
各自的特点，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事而一直努力。
　　  还记得书中提到的一个视频《两种青春 同一世界》中美学生的直接对话，我也一直想看看，可
惜一直没找到。现如今，中科大的第一介神童已然出家，好好的一位神童被中国的教育糟蹋了，而我
完全看不到中国教育的收敛，中科大还在招收神童班，前几天招生的，13~16岁，做神童真的那么好
么？13岁的神童离开父母去上大学真的好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童，至少我没资格评判。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最多，中国学生因为就业的压力，不得不日复一日的学习，久而久之，爱
好被抹杀，兴趣被磨灭，做事不会再持之以恒，因为他们的事，除了学习已经所剩无几。也正因为如
此，中国学生的见识面狭隘，做事畏手畏脚，不敢于创新，当然，这和我国传统的“枪打出头鸟”也
有很大的关系。而美国相对好得多，人口少，各尽其职，学业好的做科研，手艺好的做生意，不亦乐
乎？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功名意识，他们讲求奉献。官场并非他们所有人都想去的，而中国，“学而优
则仕”的想法却从未消失，过度的功利化也是导致我国人才稀缺的一大原因。
　　  我认为，一个国家能有多少人才必须看它的大学教育，因为初高中教育出来的毕竟是一般的人
，而人才、精英则必须在大学培养。所以，大学的学术氛围是很重要的，算上我上的学校，我只参观
过3所大学，在我看来，南开和苏大则有很不错的学术氛围，大学毕竟不同于市井，大学应该有大学
的样子。比如南开，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它浓重的学术氛围，但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因为那只
是一种深深的感觉。而游览苏大，我最深的印象是那硕大的树，只是看看那株树也能感觉学校的厚重
的历史。而现在好多的学校则一直在建设新的校区，这些新校区看着真的不像大学，反而像是一间间
的公寓，大学俨然退化为住宅小区。这是学生的悲哀吗？是，在那里会没有兴趣去学习，去钻研，反
而是在“小区”里吃吃喝喝，玩玩闹闹。这样学生会得到什么？只是越来越贵的住宿费罢了。而且，
我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自由学习的地方，提供各类的学习资料，完全以学生的个人爱好而定。恰恰
相反，现在大学依然是传统的学习，做题，考试，评分等等，完全是初高中的翻版，毫无新意，要是
这样，还不如取消大学，把大学的知识放在高中学，延长高中的学习时间⋯⋯
　　  陈先生说得好： 中国多天才而少大师，美国少天才而多大师
　　  这是为什么？多希望中国的教育清醒一点。。。
　　
5、作者评价很客观，值得一读
6、对于关注教育的人，这本书非常有帮助。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什么是最重要的？如何让孩子真正
成才，相信看了这本书，您一定会有答案。
7、不讲空洞的理论，但有深刻的见解，读后让人感到中国教育的悲哀。
8、本来买这本书是为了写论文的，因为自己要写中美教育中的小学差异，图书馆里实在没有什么新
鲜的书了，都是改革之前的对比，在网上搜了很久，研究中美教育差异的应该属这本最有名啦，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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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还是大师》

，里面对中国和美国教育情况也分析得很透彻，不仅仅说到我们需要学习的“创新力”，还讲道美国
教育的缺点，非常全面，看完这本书，论文有了更充足的论据，对自己在教育方面的造诣也能有点提
升，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现状和需要改进的力度。
9、中国多天才而少大师，美国少天才而多大师 。值得探讨
10、看完后很有感触，很好
11、帮同学买的，应该很不错吧
12、对比中美教育的差异时，如果分别从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阶段展开分析的话，往往要么得出
中国基础教育比美国更扎实而美国高等教育比中国更有力的结论，要么产生因教育环境差异太大而无
法横向对比的无奈。事实上，包括诺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内的学者，都力挺过中国的基础教育并为之叫
好。那么，既然中国基础教育这么扎实，高等教育也不赖，为什么就无法解决“钱学森之问”呢？该
书作者通过自己在中美两国的经历，尤其通过对自己女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实践经验，展示了中
美教育的根本差异：美国人崇尚自由选择，个人兴趣第一，走了一条让儿童玩乐中找兴趣、青少年探
索中学知识、青年大学生则在极度紧张中习得能力的先松后紧之路，而且还提供了一整套职业培训体
系，以安慰那些过度找寻兴趣而玩物丧志的毕业生；中国人讲究竞争意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父
母选择第一，走了一条让儿童在考（级）乐中找兴趣、青少年比拼中（如全民奥数）学知识、青年大
学生则在万般宽松下混学习但必须提升就业能力的先紧后松之路，虽然也提供了一套学位后培训或继
续教育体系。可以说，中美之间的教育差异不是阶段性的，而是系统性的，根本来说是传统计划体制
与现代市场体制的对比。试想，青少年最有探索欲时却被要求做无数的作业，时时关注自己的成绩排
名，何其残忍；大学生最应该努力学习时却发现，习惯了中学时的被教导而不知如何在大学中主动寻
求指导（甚至丢掉了基本的礼貌），多么无奈。好专业一生平安、差专业终生叹息的唯分数入学规则
，有好爸不用愁、没资源靠自己的拼爹式出口游戏，更让拼了十二年、练就一身文艺（钢琴考级等）
的大学生情何以堪？其实，家长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谁愿意孩子吃那么多苦？尤其是，吃这么多无
聊、无用（奥数对大多学生无用）的苦？甚至买个房、报个班也是为了跟官家子弟靠近一点呢？问题
是，这都要怪到中国人多、只有分数公正这上面吗？谁来救救孩子？
13、请在货物到达后联系卖家去领取
14、有孩子的妈妈、爸爸们可以看看，不错的一本书，对孩子的教育有启发！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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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自己想写读后感，想来也是因为此书的魅力。《天才还是大师》的笔者名
为陈旭，就个人感觉而言，陈先生真是为博学多才的作者，语言平静而不失优雅，论述朴实而不失雄
辩。《天才还是大师》主要论述中美教育的差距，通篇旁征博引，实例丰富，而笔者却并未就中美教
育做出好坏评价，一切参差皆留给众读者自己评判。就我个人而言，中国教育强于应试而弱于运用，
初高中学业压力山大，竞争相当的激烈，而家长大部分在此时不合时宜的给孩子培养了一种观念：考
上大学你就可以放松了。中国学生可能会为了这个所谓的放松而坚持努力，毕竟这是个比较现实的目
标，而不出索然，大学生生活放松的多，而且是太多了，本应是象牙塔的天子骄子一个个桎梏不前，
故而本最应造就人才的大学反而成了人才的墓地。与此同时，美国学生是先松后紧，这种教育当然有
一种弊端，那就是会有一部分孩子在少年时不认真学习，被大学所淘汰；当然，事分两面，能上大学
的当然是不错的孩子，不论他们是天资过人还是刻苦努力，至少有各自的特点，会为了自己喜欢的事
而一直努力。还记得书中提到的一个视频《两种青春 同一世界》中美学生的直接对话，我也一直想看
看，可惜一直没找到。现如今，中科大的第一介神童已然出家，好好的一位神童被中国的教育糟蹋了
，而我完全看不到中国教育的收敛，中科大还在招收神童班，前几天招生的，13~16岁，做神童真的
那么好么？13岁的神童离开父母去上大学真的好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童，至少我没资格
评判。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最多，中国学生因为就业的压力，不得不日复一日的学习，久而久之，爱
好被抹杀，兴趣被磨灭，做事不会再持之以恒，因为他们的事，除了学习已经所剩无几。也正因为如
此，中国学生的见识面狭隘，做事畏手畏脚，不敢于创新，当然，这和我国传统的“枪打出头鸟”也
有很大的关系。而美国相对好得多，人口少，各尽其职，学业好的做科研，手艺好的做生意，不亦乐
乎？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功名意识，他们讲求奉献。官场并非他们所有人都想去的，而中国，“学而优
则仕”的想法却从未消失，过度的功利化也是导致我国人才稀缺的一大原因。我认为，一个国家能有
多少人才必须看它的大学教育，因为初高中教育出来的毕竟是一般的人，而人才、精英则必须在大学
培养。所以，大学的学术氛围是很重要的，算上我上的学校，我只参观过3所大学，在我看来，南开
和苏大则有很不错的学术氛围，大学毕竟不同于市井，大学应该有大学的样子。比如南开，一进校门
就能感觉它浓重的学术氛围，但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种感觉，因为那只是一种深深的感觉。而游览苏
大，我最深的印象是那硕大的树，只是看看那株树也能感觉学校的厚重的历史。而现在好多的学校则
一直在建设新的校区，这些新校区看着真的不像大学，反而像是一间间的公寓，大学俨然退化为住宅
小区。这是学生的悲哀吗？是，在那里会没有兴趣去学习，去钻研，反而是在“小区”里吃吃喝喝，
玩玩闹闹。这样学生会得到什么？只是越来越贵的住宿费罢了。而且，我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自由
学习的地方，提供各类的学习资料，完全以学生的个人爱好而定。恰恰相反，现在大学依然是传统的
学习，做题，考试，评分等等，完全是初高中的翻版，毫无新意，要是这样，还不如取消大学，把大
学的知识放在高中学，延长高中的学习时间⋯⋯陈先生说得好： 中国多天才而少大师，美国少天才而
多大师这是为什么？多希望中国的教育清醒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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