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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杲的父亲陈钱林
表示，人们常说，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如果我发
现儿子幼儿时具有数学
兴趣后而漠视，或者跟风
让他参加杂七杂八的培
训班；如果在他对奥数失
去兴趣后，出于名校招生
的功利而强制他坚持；如
果在读大学、读博士时强
迫他选择经济学、统计
学；也许会是家庭教育的
重大失误。

26岁中科大特任教授陈杲用数学破解世界难题

“硬核”成果
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间
用数学架起“新桥”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现代
物理学两大支柱，催生出计算
机、手机、激光、原子弹等重大应
用。但是，这两大理论体系间却
存在矛盾，如何用新理论将其

“和谐”统一起来，是爱因斯坦等
科学家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核
心问题。国际学界提出过多种

“统一方案”，弦理论被认为是其
中最有希望的候选者之一。

数学可以精确、深邃描述物
理现象，也是推动物理理论发
展、应用的重要途径。爱因斯坦
提出的凯勒—爱因斯坦方程和
相对论紧密相关，杨振宁等人提
出的厄米特—杨振宁—米尔斯
方程成为量子力学标准模型。

近期，陈杲通过两年研究，
在稳定前提下，解出了陈秀雄和
唐纳森独立提出的J方程以及丘
成桐等人提出的超临界厄米特
—杨振宁—米尔斯方程的变形。

“要统一相对论与量子力
学，需要在最大的宇宙与最小的
量子之间建立许多‘桥’，我的工
作就是在它们之间新架起了‘一
座桥’，这也是对弦理论的一点
推进。”陈杲说，现在还无法预知
理论进展对未来应用的推动，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日前，世界知名学术期刊

《数学新进展》发表了该成果。
审稿人表示：“陈杲引入两个大
胆的想法，解出了两个重要方
程，类似结果极为罕见。”

“少年天才”
他在高校的办公室

曾在爱因斯坦办公室隔壁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悉，陈杲担任的特任教授，专
业技术职务为副高，薪酬则按教

授水平发放。加盟的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几何与物理研究中心，
是直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一个新型教学与科研机构。

据了解，陈杲在2019年任威
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

授、博士生导师前，在世界级平
台已公开发表9篇学术论文，主
攻目标为1954年卡拉比教授提
出的几何界核心问题之一常数
量曲率凯勒度量问题。

陈 杲 出 生 于 浙 江 省 瑞 安
市。对于中国科大少年班的模
式，陈杲说，少年班在教学模式
上，教师只是提纲挈领地讲些重
点，主要靠学生自学。这种模式
正好适合自己的特长。他选择
的是最喜欢的数学专业，又擅长
自学。毕业时，他以数学系第一
名的成绩，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石
溪分校攻读数学博士的全额奖
学金，师从微分几何世界最高奖
维布伦奖得主陈秀雄教授。

2017年，经菲尔兹奖得主唐
纳森爵士、沃尔夫奖得主沙利文
教授等推荐，陈杲前往普林斯顿
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据介绍，
这是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陈
杲的办公室曾经就在爱因斯坦
办公室的隔壁。

陈杲说，在陈秀雄教授、菲
尔兹奖得主威腾教授和陈杲的
博士后导师、菲尔兹奖得主文卡
特什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霍夫
教授的指导下，他在两个不同的
课题上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培养自学能力
不要跟风报班

其父道出“开挂秘诀”：
近期，26岁的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特任教授陈杲研究复微分
几何获重要进展，解出J方程和
超临界厄米特—杨振宁—米尔
斯方程的变形，用数学突破在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杨振宁等人
的量子力学模型间架起一座“新
桥”。

值得一提的是，陈杲14岁
进入中科大少年班，23岁获得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
士学位。2017年博士毕业后历
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博士
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助理教授，2021年加盟中科大
几何与物理研究中心。他的博
士生导师、著名数学家陈秀雄
说，陈杲解决的是一个备受关
注的难题，他的研究“极具想象
力”，为探索未知提供了一个强
有力工具。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究竟
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家庭教育
培养的“秘诀”是什么？对此，资
深校长、陈杲的父亲陈钱林就如
何培养孩子，传授了一些“法
宝”。

陈杲的父亲陈钱林，是一
位资深校长，目前在广东顺德
某学校担任校长的他，曾介绍
过儿子陈杲和女儿陈杳是一
对龙凤胎，于1994年出生。“女
儿取‘杳’，寓意‘深远和含蓄’；
儿子取‘杲’，寓意‘阳光和自
信’。”

陈杲的双胞胎姐姐陈杳
在16岁时考入南方科技大学
首届教改实验班，20岁时已获
三所世界名校全额奖学金攻
读博士。2015年，陈钱林根据
20年家教经验，出版了家庭教
育作品《家教对了，孩子就一
定行！》。

作为家长，正确的家庭教
育应该是怎样的呢？在陈钱
林看来，核心是自律、自学、自
立。

培养自学能力
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

谈到家教经验，陈钱林认
为就是“自立教育”。幼儿期，
从游戏、探究入手，让孩子享
受玩中学的幸福；从习惯、家
规、志向入手，帮孩子形成自
律生活；从引导孩子决定自己
的事入手，帮孩子形成自立人
格。学龄期，从综合素养入
手，拓宽基础的宽度；自选作
业，超前学习，培育自学能力。

“初中开始自学也不迟。”
谈到引导陈杳自学，陈钱林
说，从作业签免开始，与老师
沟通后，老师同意经家长签字
后作业可不做。“我引导陈杳
合理分配作业时间，如果哪一
科作业多了些，就留着让我签
字。在尝到少做作业的乐趣
后陈杳大胆尝试自学，主要是
超前学习。刚开始时，成绩有
所下降。大约两个月后，陈杳
的成绩慢慢上来了。第一学
期期末考，陈杳考了班级第13
名，信心大增。第二个学期，
陈杳在学习方法上有了改进，
成绩明显进步，期中考、期末
考都取得班级前10名。”

让孩子自学，家长最担心
的是成绩下降了怎么办。“我
觉得，要从大课程观看分数。
因为少做老师布置的作业，而
试卷都是老师出的，所以自学
的孩子，刚开始时考试也许不
理想，这没什么可怕的。”陈钱
林说，“我曾对此打过一个比
方：老师教的是太极拳，孩子
自学南拳，两者都可健身，学
南拳的孩子去考太极拳，分数
低些有什么可怕？从长期看，
自学的孩子能力发展得更快，
当分数开始提升的时候，孩子
的能力已经胜人一筹了，能力
提升后，必定利于提高分数。”

缺乏兴趣放弃奥数
杜绝跟风给娃报培训班

陈钱林说，儿子陈杲两岁
多时，就对数字特别敏感，如
对书本的页码、自行车的车
牌、门牌、电话号码等，总是奶
声奶气地讲了一遍又一遍。

“发现他对数学特别敏
感，我就有意识地从数学兴趣
方面培养。如开发了‘筷子玩
具’，将筷子锯成几段，用于摆
数字、摆数学计算式子。这游
戏一直做到八九岁，大大促进
了数学思维发展。还有就是
扑克算24点的游戏，持续了整
个小学阶段。

一方面是强化数学兴趣，
一方面是排除干扰。陈钱林
说：“我总觉得，如果什么都想
学得拔尖，看似得到很多，实
际 上 可 能 失 去 更 要 紧 的 东
西。我就让儿子放弃一些学
习项目，如艺术学习和普遍要
求的书写训练等。”

初三时，陈杲迷上奥数，
到书店找了几乎所有能找到
的奥数书籍自学。奥数自学，
常常会碰到很大的拦路虎，而
陈杲因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
越碰到困难越学得起劲。

但高一时，陈杲参加奥数
比赛，与全国奖无缘；高二再
次参加奥数竞赛，依然失利。

“我问原因，他说感觉学奥数
没味道。这时，老师建议到深
圳辅导班强化一年左右，争取
得奥数大奖，这样可有条件保
送北大、清华。我问儿子怎么
办？他说学习也可以，但是总
觉得没兴趣。既然缺少兴趣，
我就让他放弃，这样就有更多
自 由 时 间 用 于 自 学 其 他 课
程。高二读完儿子参加高考，
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录取。”陈钱林说。

对于儿子的研究方向，
有 没 有 干 涉 过 ？ 陈 钱 林 表
示，“大学毕业，儿子申请博
士，我希望他选统计学，但儿
子还是选择了他更喜欢的微
分几何专业。人们常说，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陈杲能走
进数学研究的世界最前沿领
域，主要是兴趣使然。我想，
如果我发现儿子幼儿时具有
数学兴趣后而漠视，或者跟
风让他参加杂七杂八的培训
班；如果在他对奥数失去兴
趣后，出于名校招生的功利
而强制他坚持；如果在读大
学、读博士时强迫他选择经
济学、统计学；也许会是家庭
教育的重大失误。”

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客
户端、《广州日报》、《都市快
报》等

“开挂秘诀”

陈杲父亲谈家教经验：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年仅26岁，“90后”男孩陈杲已开始在学术界“崭
露头角”并惊艳众人。然而，其“开挂”一般的人生，从
小就开启。

陈杲（左）与沃尔夫奖得主沙利文教授合影。图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