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校里，沈诗钧并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
朋友，因为其他学生年龄上一般都比他大 10
岁，而且沈诗钧与普通大学生一样经常在不同
的教室上课，“大家并不是经常见面”。

但有时候，也会有同学主动找沈诗钧讨论
数学问题，甚至是直接向他询问一些数学问题的
答案。每每面对这样的请求，沈诗钧都会用一个
较为巧妙的方法化解。他并不会直接把问题的
答案告诉同学，而是会告诉要读的参考书目。

在父亲的眼中，沈诗钧有时也会特别调皮，
一次香港一家报社的女记者前来采访，顽皮的
沈诗钧指着一扇门说：“后面有鬼！”吓唬这位女
记者。

令父亲沈振雄最担心的是，沈诗钧并没有
自己的朋友圈子。沈诗钧已经与以前的小学同
学很少来往了。为了帮沈诗钧交朋友，沈振雄
想了很多办法，他主动邀请其他小朋友和家长
一起去吃烧烤，找机会让孩子们一起玩大富翁
的游戏。但不到一会儿，其他的小朋友都跑开
了，只有沈诗钧一个人还坐在那里思考。

与此同时，沈诗钧也与大学的同学玩不到
一起，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出去玩都是唱卡拉OK
或是看电影，但这些沈诗钧都不喜欢。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很难解决，我也尝
试过很多办法，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他和同年
龄的学生玩不起来，跟大学同学也玩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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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浸会大学的安排，沈诗钧与普通大学
生一起学习。浸会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唐创时博
士说，浸会大学特别为沈诗钧同学设计了 5年
全日制课程，完成后可获颁数学理学士学位和
数学哲学硕士学位。沈诗钧于首学期修读 4
科，包括两科一年级数学主修科《数学分析》和
《统计方法和理论》，以及两科通识科《基础计算
机》和《西班牙文》。

至于沈同学选修的科目，则会因应他上学
期的学习进度作配合，决定选修那些适合他发
展的学科。沈同学于 5年内，除数学主修科目

之外，需要与其他学生一样修读语文、体育、计
算机、宗教与哲学等科目。

唐创时说，浸会大学以英语授课，沈同学选
修课程的要求和学分不会有别于其他同学，教
师在讲课时亦会一视同仁，他将与其他同学一
起上课和研修，进行学术研究，他同样需完成课
程的要求，交功课及通过考试。与其他新同学一
样，数学系将安排系内教授作为沈同学的学术导
师，专责发展他的数学潜能和做师友辅导。

刚刚结束的大二学期，沈诗钧平均每天有
5个小时的课程，一周总共有25节课。

沈振雄的两个儿子都是神童。大儿子沈怡
谋14岁时已经入读牛津大学，并以一级荣誉成
绩完成数学学士课程，现正攻读博士学位。沈
振雄是如何培养出两个天才孩子的？这成为不
少家长极其期待了解的内容。

沈振雄说，他的两个儿子小时候都没有超
人的能力，以往读书成绩亦未见得突出，只因
他能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掌握他们的心态，
加上肯牺牲，他们才会奋力向上。其实每个孩
子都有天分，视其父母如何激发他们。

结合自己多年细心培养两个儿子的实践，
沈振雄总结出了自己的6条心得。

第一：父母要肯牺牲
父母必须制造环境让子女专心读书，以身

作则，所以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无可避免。
我认为有三种工作——培养阅读兴趣，沟通技巧
及处理挫败——须由家长自小去训练儿童，因为
它们有可能改变命运。父母切忌为了满足自己的
心理，视子女为宠物或玩具，忘记管教的责任。

第二：谢绝物质及享乐生活
要成绩好,必须远离电视和玩游戏机(包括

上网), 因为它们属于静态的被动活动,习惯长
时间做会打击创意动机, 而且现在的游戏机实
在太精彩, 打机后再看书就会觉得很闷, 无法
集中精神。

第三：与孩子有良好沟通渠道
要掌握孩子的心态就必须建立与孩子的沟

通渠道, 虽然孩子每天与父母见面，但很少有
父母与孩子有超过 15分钟的互动谈话。“我发
现我在床上与孩子说悄悄话才能沟通, 我们更
有共同语言及笑话, 这样他们无论碰到开心事
或挫折, 都会放胆跟我说。”

第四：训练注意力
如果孩子无法连续30分钟维持专注力, 就

难以吸收学习内容。三四岁起, 我就训练诗钧
阅读, 起初是20分钟, 每年延长10分钟。到八
九岁时,他可以连续阅读1小时, 休息一会再看
书。现在他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每天坐在书桌旁
10小时。此外, 太太怀孕前半年开始严选食
物, 基本上不含任何添加剂和人造色素, 以免影
响胎儿脑部发育, 损害专注力。

第五：按孩子接受能力教
对着儿女讲话时要小心, 每句应是富有教

育意义, 不断引起他们对知识的兴趣, 鼓励他
们纠正坏习惯, 改善沟通技巧和处理挫败。每
次教诗钧必教 3次, 第一次教的目的是让他明
白六成，两个月后同一内容他明白八成，给他
几段内容的混合式练习，再过两个月，他明白
十成，就做以往的试卷。

第六：掌握孩子心态
小朋友九成的学习问题都是心态问题。做

父母有如谈判专家, 通过了解、掌握, 再扭转孩
子的心态。

据《广州日报》

媒体的大量报道，让沈诗钧成了明星。在

父亲带着沈诗钧外出旅行的时候，沈诗钧有 3
次被路人当面认出来了。一次是在街头，一次
是深圳关口过关的时候，甚至还有一次是在海
南岛的一家酒店里。每次别人都会主动打招
呼，并且要求和沈诗钧一起合影。而在大学里，
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

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沈诗钧说：“我并不觉

得自己是明星，也不感觉有压力。自己每天也
是一样上学、放学。”

两年来，沈诗钧也经历了最开心和最不开
心的事。“想到数学问题最开心，最不开心的是
妈妈骂我。”

“对于其他孩子有什么建议呢？”面对记者
的提问，沈诗钧又挠了挠头，然后说：“多读点
书。因为读书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今年9月，年仅11岁的沈诗
钧将开始攻读香港浸会大学数
学系硕士阶段的课程，这无疑又
是轰动教育界的一大新闻。

沈诗钧是香港人公认的“神
童”，两年前，9岁的沈诗钧被香
港浸会大学录取，成为香港有史
以来最年轻的大学生。近日，记
者采访了香港神童的大学生活。

沈诗钧刚刚结束了大二学期的期末考
试。此次，沈诗钧一共考了 6门课，其中 4门
是有关数学的，还有一门西班牙语和一门意大
利语。

6月 7日，期末考试成绩仍未公布，不过沈
诗钧并不太担心。“数学肯定没问题，西班牙语
可能不是很好。”沈诗钧抓着脑袋，有些顽皮地
告诉记者。而在100分为满分的微积方程中期
考试中，诗钧得 99分，全班排名第四。对于一

个11岁的孩子来说，沈诗钧已经顺利地度过了
两年的大学生活。

2007年9月，沈诗钧入学一年，父亲沈振雄
都是陪读。从去年9月开始，他开始独自上学。
沈诗钧每天的生活都十分有规律，每天早上8点
起床，晚上9点睡觉。晚上放学回家后，他还温
习两三个小时的功课，几乎是从来不看电视，也
不打游戏机。课余时间，沈诗钧最喜欢玩的是

“LEGO”，一种像积木一样的儿童益智玩具。

在上课的时候，沈诗钧肯定会坐在教室的第
一排。“因为其他人比我高。”沈诗钧调皮地说。
教师也经常会点沈诗钧回答问题。“教语言课的
老师最喜欢点我回答问题。上数学课的时候，别
人不会答的问题，老师也会点我回答。”

沈诗钧最喜欢的也是数学课。在沈振雄的
记忆里，沈诗钧对于数学一直特别感兴趣。在

沈诗钧上大学之前，有一次父亲专门问他：“兴
趣是什么？”“数学！”沈诗钧回答得很干脆。

正是因为沈诗钧从小对数学感兴趣，沈振雄
才开始不断教儿子数学，并且不断增加沈诗钧对
数学的兴趣。“并不是我自己喜欢数学，才教儿子
数学的。我有时也在反思，是不是自己影响了他
的兴趣，而会阻碍他的发展。”沈振雄说。

与成年学生一起上课，课程和学分也一样

别人不会答的问题，老师也会点他回答

从今年 9月份开始，年仅 11岁的沈诗钧
将开始攻读香港浸会大学数学系硕士阶段的
课程，这将创造一个新神话。根据浸会大学的
安排，沈诗钧将在5年内完成数学系本科和硕
士阶段的课程。

在学习上，沈诗钧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
数学的专业课都没有问题，但对于本科阶段的

一些通识课，却面临着较大的难度，例如宗教
课程等，可能不是一个11岁的孩子能理解的。

沈振雄说，学校将根据沈诗钧的情况做出
一个十分特殊的教学安排，从今年开始，先让
沈诗钧攻读硕士阶段的专业课程，然后等到大
学第5年，孩子长大一些后，再回过头来读本科
阶段的通识课。

数学课容易通识课难，11岁的孩子理解不了宗教

和同龄人玩不起来，和大学同学也玩不起来

大儿子14岁上牛津大学，小儿子9岁上大学，他有六大培养秘笈

【“神童”的大学】

【“神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