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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第一教育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明德学堂特色课程设置
基本教育课程：智慧识字，双语诵读，

数理开蒙，自然科学，体智修炼

潜能智慧开发课程：定慧初修，少儿
武术，书法艺术，启蒙围棋，脑波冲浪

潜质兴趣提升课程：名画欣赏，古琴
雅乐，传统武术，生存礼仪，感统训练

假期对外公益开设：家长幸福讲堂，
儿童诵读班，书法艺术班

开设班级：蒙正班、习德班、明志班、
明德班、超常实验班5个班级，招收2～12
岁聪慧儿童，班额限定 6～12 人，学费每
学期7500～15000元

24 小时咨询电话：13683804313
13837184399、65501278

让教育成为一件简单轻松愉快的事
明德学堂（李俊杰超常教育+先锋特色教育）招收2~12岁儿童快乐教育计划

“对于2~12岁儿童来说，实施超常教育、浓缩教育、个性教育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换言之，在这个年龄段儿童中成就天才和神童也是一件极其轻松的事
情。”李俊杰先生如是说。

用自己20多年早教和职业规划设计经验，经过6年教育实践之后，李俊杰先生已经实现其“两岁识千字、三岁能阅读”这一阶段的承诺。而对“七岁上初中”这
一目标，也在其超常教育机构中部分实现。

为了继续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培养出未来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和精英人群。“明德学堂”在融合李俊杰超常特色教育和省内知名的先锋特色教育的基础上，以
民族文化的承传与现代科学发展为己任，在完成现行教育幼儿至初中阶段的知识学习基础上，致力于完善少儿道德和智慧高度融合的教育探索。

“明德学堂”实行小班化、别墅制教育方式，24小时启智背景音乐伴随。现面向全国招收50名聪慧童蒙少年，用特殊的“快乐轻松”教学方法对这些孩子进行超
常教育。

6年了，本着不论孩子资质，而只选择“智
慧”家长和“快乐”教育方法的原则，李俊杰先
生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庭私塾，发展成教
育理念独特、教学效果卓越的少儿超常教育
机构。其目前教育效果被家长口碑相传，且
受到国内外数十家媒体关注。（“李俊杰教育”
目前已注册商标）

李 俊 杰 提 出“ 两 岁 能 识 字 ，三 岁 能
阅 读 ，七 岁 上 初 中 ”的 教 育 口 号 ，打 破
了 中 国 自 五 四 运 动 以 来 ，一 百 多 年 间

沿 袭 西 方 的 教 育 体 系 和 急 功 近 利 的 教
育方法。

在汲取西方优秀早教理论的基础上，
“明德学堂”重新回归中国优秀传统教育
体系，汲取深厚原创经典内涵，以天地人
间浩然正气充养童蒙；用奇异的珠算数理
文化为大脑重新构架智慧空间；辅之以古
老养生学说为根基的身体修炼，和五行音
律天人合一启智体系，并借鉴西方成功学
教育、目标教育、挫折教育、心灵教育，能

力教育等理论。以此希冀缔造出未来社
会中的中坚力量或者精英人群。

6 年间，李俊杰教育机构基本实现了
“两岁能识字、三岁能阅读、七岁上初中”超
常教育第一阶段的教育承诺，跟随其受教
育多年的孩子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深
刻体会到“李氏”快乐教学法带来的轻松和
利益。“在这里，没有填鸭，没有压力，这是
我为孩子选择李俊杰教育的根本原因。”其
学生家长如是说。

传统教育和超常教育的完美融合

将教育“简单化，快乐化”可以说是李俊
杰先生超常教育的一个特点。 他在多年实
践过程里，遵循生命发展规律，按照脑科学发
育原理，根据儿童心理特征，形成了李俊杰先
生的独特育才方法。

“一部分脑科学家研究发现大脑的细胞
链接结构越复杂，这样的孩子也更聪明些，更
容易出教育成果。”他介绍，自己目前选择的

“潜能智慧开发课程体系，比如定慧初修、太

极武韵、书法艺术、启蒙围棋、脑波冲浪等课
程能比较完美刺激脑细胞的快速链接，让孩
子在短期内体现出超常教育的效果，即“两岁
能识字，三岁能阅读，七岁上初中。”

在年龄上，李俊杰先生要求孩子越小越
好，最好母亲在怀孕期间就能受他的指导，上
他的超常教育“胎儿大学”。他最喜欢 3岁以
下的孩子。“根据儿童的成长规律和大脑发育
规律，3 岁以前是人类大脑发育的一个高峰

期，大脑神经细胞已经发育 60%～80%，3 岁
以后，大脑开发的余地就少多了。大一点的
孩子虽然也可以来我这里求学，但效果比不
上3岁以前的。”

在所有选择“明德学堂”的家长中，李俊
杰及其教育团队希望家长能配合学堂“快乐”
教育计划，支持超常教育理念，并能严格要求
孩子，抛弃陈旧教育思想，“否则一概不收他
们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