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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合5%左右智力超常人学
奥数，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简称，1959

年成为国际赛事，1986年我国开始参加。这项
本来定位于一部分对数学有突出兴趣的高中学
生竞赛，到了我国却被推而广之，小学生“反客
为主”，成了学习奥数的主要群体。而且，奥数
似乎不再是一项知识竞赛，而是一种必须学习
的基本课程。这哪里还有半点“素质教育”的影
子，不过是“应试教育”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有专家指出，奥数仅适合5%左右智力超常
的人学习，大部分孩子在诸如浓度问题、行程问
题、工程问题、牛顿问题等问题面前，只能“一次
次证明自己是傻瓜”，不但无益于孩子学习数
学，反而会扼杀他们对数学的兴趣。这种评价
或许偏激，但它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奥数泛滥的
不良后果。

如今，奥数已经渗透进中小学的每个角落，
进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奥数教材、奥
数培训班，林林总总，随处可见。

教授博文历数“奥数之害”
前不久，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

平对奥数现象痛下断言，在其个人博文中称，

“奥数之害远甚黄、赌、毒”。此言一出，引起

轩然大波。

4月12日，星期日，杨教授在广州大学桂花

岗校区意外遇到第七届小学“希望杯”全国数学

邀请赛开赛，现场还有“广东省数学奥林匹克集

训”的报名收费处。许多家长带着学生，小学

生、初中生、高中生都有，这些人是奔着参赛来

的。为了“取证”，杨教授购买了小学四年级、五

年级的试题。一张A4的纸，每份5元。一看就

晕了。没想到过去自己上初二时才学的平面几

何题，赫然出现在小学四年级的数学竞赛题

中！都知道中国中小学数理化等学科教学的难

度，比西方国家深一到两个年级，现在，竟然将

难度放大到了四个年级!
杨教授认为，奥数的泛滥成灾已经成为一

种社会公害，不仅损害了青少年的休息健康，让

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完全违反教育

规律。如杨乐等许多数学家所言，这种重在解

难题、怪题，所谓的“数学杂技”和高强度的集中

训练，与提高数学素养毫不相干（正如会全套的

脑筋急转弯并不意味着高智商），相反，这种行

为只能扼杀和败坏儿童的学习兴趣。这正是许

多中国孩子严重厌学、从小学就厌学的原因。

因此，杨教授就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打倒

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文，历数奥数对少年儿童

的摧残之烈。

一石激起千层浪。博文一发表，就引起社
会广泛讨论。数十万网友阅读此文，并有几千
条的评论。

一时间，声讨奥数的声音，不绝于耳。

据媒体报道，杨东平不是第一个向奥数开
炮的专家。

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主席丘成桐教授也曾
表示，在美国，奥数就是一个帮助中学生提升对
数学兴趣的组织。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奥数
学得好就有更大的希望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所以一些学生主动学习奥数。

进名校，奥数成绩成敲门砖
连数学大师都不会做、也不愿意做的奥数

题，为什么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抢着学呢？
北京白云路小学一名六年级学生告诉人民

日报记者，“爸妈告诉我，来参加这个班，在奥数
竞赛中拿到名次，我就能上好学校。可是我根
本就不想来上，好多题目看都看不懂。本来作
业就多，每天再来这儿学两个小时，现在基本上
都是晚上11点以后才能睡觉，真累！”

为什么孩子叫烦叫累，还有这么多家长坚
持送孩子学奥数？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原因不止一种，但奥数成
绩在升学时“管用”，显然是家长们最看重的原因。

“学而思”教育集团的一名老师道出其中
“奥妙”，“现在，北京市小升初看似没有考试，但
很多中学、尤其是名牌中学，选拔学生的一个重
要依据就是看奥数成绩。有的中学在自己组织
的入学考试或分班考试中，也有很多奥数题。”

奥数成绩的功利化，让家长们也疲惫不
堪。一位家长对记者抱怨：“孩子累，我也累。
可是，没有奥数成绩，升学时就会吃亏。你说我
们该怎么办？”

也有部分家长是在“奥数大军”的压力下，
无奈地将孩子送进了培训班。

市场巨大，仅北京就达20亿元
戳破奥数的泡沫并不难，为什么大家对这

种猴子捞月式的游戏却痴迷了许多年还执迷不
悟？央视的调查显示，奥数的背后，是一场成年
人的利益之争。

人民日报的记者走访时发现，在国内很多
地方，“奥数培训”成为大多数课外辅导机构的

“主打品牌”，“奥数经济”已经颇成气候。
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对面，两家培训

机构的招生简章和海报上，突出宣传的是学员
的奥数比赛获奖成绩；北京“名师状元国际教
育”的门前，一个醒目的大牌子列着几个奥数获
奖并升入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重点中学学生
的名字和照片……

北京市奥数培训机构主要面向小学一至六
年级学生。其中，一年级到三年级是基础性辅
导，四年级以上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大
部分培训机构会对报名的学生进行测试，依据
测试成绩将学生分别编入基础班、提高班或精
英班。此外，还有针对“华杯”、“迎春杯”、“希望
杯”等奥数杯赛的专门考前辅导班。

据了解，目前在北京，规模较大的课外辅
导机构往往有二三十个分部，规模较小的也有
五六个分部。这么多培训班，仅凭奥数培训一
项收入，数字就相当可观。

教育机构靠办奥数班敛财，研究机构靠炮
制奥数教材赚钱。他们利用当前的择校机制，
一手扮演了裁判，一手扮演了运动员，把孩子
和家长往奥数培训机构里驱赶。

北京20亿元的巨大市场，这也许才是北京
奥数有禁不止背后的真正原因。

一位著名数学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奥数
热不可能一下子就停下来，因为奥数已经形成
一个奥数产业的既得利益群体，利润如此之丰
厚，谁会甘心将这个生财之门关闭？

利益一旦关联着机制，力量就会无比强
大，无数家长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把孩子
送进奥数培训班。面对这样的局面，究竟应该
怎么办？

“应试教育”是奥数泛滥的罪魁
奥数不是坏东西，纵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

存在奥数教育和奥赛。这样一个启智的教育模
式日渐异化，错不在奥数本身。据研究，有5%的
智力超常儿童适合学奥数。虽然人数小，毕竟还
有5%。所以对奥数也应理性看待，不要一棒子
打死。

但奥数是一种精英教育，并不适合每一个
人。但小升初指挥棒作用，使如今的奥数杯越
来越火，他作为专业培训人员，发现起码有
80%的孩子并不是因为喜欢数学来学习的。

与其说是“奥数教育万恶”，不如说是“教
育特权万恶”。奥数教育只是一个表象。实际
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国内的奥数竞赛，国

际间的奥数竞赛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奥数在其
他一些国家，并不表现出“病入膏肓”。相反，奥
数成了一些国家发现杰出数学人才的平台，发
现了一大批有潜力的人才，其中包括著名力学
家冯·卡门，著名经济学家、1994年因博弈论而
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豪尔绍尼等鼎鼎大名的人
物。

有统计表明，95.4%的北大学生有过奥数学
习经历。这一方面说明奥数确实是有一定的作
用，但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反思，一些大学对于
有奥数经历的考生大加青睐，实际上是充当了奥
数教育偏离正常轨道的一个“推手”，是在为教育
不公推波助澜。要剥离奥数承载的教育特权，关
键在于大学录取考生不能太重视奥数。毕竟，很
多奥数学生，仅仅只是会解决怪题、难题的“考试
机器”，大学应该意识到奥数学生不等于人才，切
断了录取的“特权”，奥数热自然会冷下来。

据央视报道，就在大家都把奥数当作上重点
大学敲门砖的时候，一些重点高校也在开始反思。

取消择校机制才能斩断利益链
奥数成学生噩梦是全国性的问题，升学

压力是普遍的原因。
国家义务教育法规定小升初实行免试就近

入学。教育部门也三令五申，小升初实行就近
入学，不进行择校。但在北京，择校机制依然存
在，而择校一个重要考核标准就是奥数，奥数焉
能不热？

事实上，只要有允许通过测试或者考试
的方法选拔学生的择校机制存在，即使禁绝
了奥数，其他各种名义的“综合素质”培训仍
然会大行其道。而奥数更难禁绝仅仅在于，
围绕着奥数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出版机构
形成了一条坚实的利益链。在利益驱动下，
他们将奥数内容走私进重点学校的入学测
试内容中，这样，学校和培训机构轻而易举
地将学生绑进了他们“奥数利益”的战车，令奥
数屡禁不止。

光靠一纸禁令来防范奥数泛滥是无效的，
只有在制度上进行变革，不让优质教育资源过
度集中，并且真正取消择校机制，“奥数”利益链
条才能斩断，奥数畸形热才有望降温。

杨东平也认为，严重戕害小学生的奥数等
学科竞赛屡禁不止，主要是少数重点学校与培
训市场里应外合，从中牟取暴利，应当予以坚决
禁止。同时，禁止初中用“考证”的方法招生，可
主要参考小学阶段的表现招生，建立义务教育
的正常秩序。

奥数的是非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奥数与
升学的“捆绑”。要减轻奥数之负，根本办法是
要使其与升学脱钩。只有非功利化的奥数，才
是真正的思维训练，那些真正喜欢奥数的同学，
才能在数学王国的探秘路上，走得更远。

据《扬子晚报》

暑期临近，各种奥数班、奥数辅导教材出版商又在厉兵秣马，准备大赚一把。尽管学生怕、家长恨、教师骂，奥数依然像茅坑里的
石头——又臭又硬，一到假期便红火起来。

奥数在我国泛滥成灾，直接原因是一些学校把它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挂钩，背后则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围绕奥数，有关学
校、培训机构和出版机构形成了坚实的利益链。据媒体报道，仅在北京，奥数催生的市场规模就超过20亿元。

只有斩断利益链条，奥数热才可能降温。当前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禁止所谓的重点中学、传统名校等把奥数与招生挂钩。
奥数没有实用价值了，还有谁会忙着去办训练班、编写教材？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