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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10月份开始到明年4月份，各种和奥数相关的“杯

赛”正密集启动。“华杯赛”、“希望杯”，都和奥数有关。而在北
京、成都、杭州等城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已经明文叫停了各
种奥数竞赛，以及和升学挂钩的奥数竞赛培训。郑州何时能
对奥数“说不”？ 记者 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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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赛”争相启动，学奥数的孩子们疲惫应考
奥数培训班又推出寒假精英班、尖子班
有家长疾呼：今年的“小升初”大战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
北京、成都已经叫停和升学挂钩的奥数竞赛培训

郑州能否对“奥数”说不？

◆“杯赛”密集启
动，“奥数生”疲于应付

在一家和奥数相关的网站上，可以
看到，从今年10月份开始到明年4月份，
各种和奥数相关的“杯赛”正密集启动：

“华杯赛”12月15日开始报名；
“希望杯”郑州赛区报名到 12 月 25

日截止。
记者调查发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

“杯赛”的都是市场上的培训机构，而报
名参加的多数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在培训机构报了奥数培训班。

在郑州巨人培训学校，奥数班学员
争相报名参加第十八届“华杯赛”。

“希望杯”郑州组委会之一的单位是
学而思培训学校，初赛复赛由学而思安
排，各培训机构也组织奥数班的学生参
加。

给孩子报了奥数班的家长，绝大多
数也都报名参加各种“杯赛”。“多参加几
个杯赛，拿到获奖证书，明年孩子小升初
的时候说不定能用到。”不少家长这样
说，郑州的五大名校在报名时也会看孩
子的证书，多几个总是没有错。

正因为如此，不少学生疲于应付各
种杯赛。

◆这个寒假，“奥
数生”不会太轻松

不仅如此，在寒假还未到之际，不少
培训班已经推出了寒假的相关课程。

郑州学而思培训学校推出了五年
级、六年级“超常班”的寒假授课安排，
招生宣传明确指出“学而思超常班专
门针对郑州小升初时间表和学员情
况，在五年级寒假重点讲解几何知识，
确保孩子在希望杯、华杯赛有所斩
获”，五年级讲长方体与正方体、杨辉
三角、圆与扇形、因数与倍数等，六年
级的选拔考试则要考因数倍数质数、
立体几何等内容。

学而思的有关工作人员说，小学奥
数复习的最直接作用是进入枫杨、一中
等初中名校。这些名校招生数学试题全
部为奥数内容。

记者在郑州巨人培训学校等培训机
构也了解到，他们在寒假也有奥数培训
班。

“短短的寒假只有 20 多天，培训班
的课要上10多天，孩子们太累了。”一名
小学老师心疼孩子们。

“今年的‘小升初’大战感觉比往年
来得更早一些。”不少家长疾呼。

据介绍，奥数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简
称，最初是一项国际性赛事，上世纪 80年代
奥数被引入我国。专家称，国际奥林匹克数
学竞赛的定位，本来只是针对高中一部分对
数学有比较浓厚兴趣的学生，那就是说定位
是高中，并不是说初中和小学学生也要来做
奥数题，展开奥数竞赛。

在奥数带领的商机下，各培训班又分出
提高班、竞赛班等，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导
书也层出不穷，办竞赛也是如此。“整个市场
是很混乱的，出书没有人把关，没有人审核，

办竞赛没有资格，没有主管部门，只要社会
承认了，就弄下去了。”金水区一所小学的校
长说。

“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我也深恶痛绝奥
数。”二七区一名小学老师说，他曾经去听过
培训机构讲奥数题，现在奥数教的很多都是
机械的、死记硬背的解题知识，一名学生奥
数做得好，并不意味他数学的思想有多深
刻，掌握的数学方法有多少，而在于他有没
有做过类似的题目。

这名老师透露，培训机构的奥数班之所

以有很大市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
教的大多数是郑州名校“小升初”的考试题，
同时在一定范围内“押题”，也就是押名校可
能会考的奥数题。“近几年，郑州市区有家长
公认的小升初‘五大名校’，指的是民办学
校。他们每年的考试题目从不会对外公布，
不过培训班往往都能拿到真题，并针对这些
真题进行讲解，再讲类似的题型。”这名老师
说，小学的数学老师不一定能讲好奥数题，
但是培训班老师讲的就是比较好懂，因为

“术业有专攻”。

有家长认为，小学生学奥数一定能培
养兴趣开拓思维。专家指出，这是很多人
在对奥数理解上还存在误区。

专家说，小学就是记，就是背，此外更
多推理、抽象不可能有的，这是生理学、心
理上的年龄特征。有人教了之后他就记住
了，并不是从心里全会了。有奥数班、奥数
学校集中灌输给小学生这些做题的技巧，
而并没有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只是等
于熟记了这些针对某些偏题的方法和技
巧。对多数同学来说，这增加了他们的负
担，负担很重，再加上时间一长，他们就觉
得不仅学习起来无法引起他们任何的兴
趣，反而会对奥数产生厌学情绪。

相关专家指出，奥数学习更适合那些
对数学天生感兴趣、有潜能的极少数学
生，而且目前小学奥数的难度在不断加
大，动辄就要用到初中甚至初中以上所学
的知识。

省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魏俊（化名）曾

经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上奥数班，他现在的
数学成绩在班上属于中等偏上，也没有再
继续搞奥数。“搞奥数竞赛的学生，在我们
学校是极少数。”魏俊还记得，小学阶段的
奥数其实难得有些离谱：“我六年级的时候
做过一道题，现在我依然除了用二次方程
之外不知道怎么解。我们小学不学二次方
程，只学一次方程，那个题我迄今为止只会
用二次方程做。自我感觉小学奥赛的思维
是最难去想的，因为我们没有理论基础，什
么都没有，我们只能靠单单纯纯去做。”

由于奥数现在更多意义上被视为小升
初择校的“敲门砖”，因此这项原本只适合
少数人的兴趣和技能，如今已变得“全民
化”，学生不管是否适合、是否有兴趣，都一
股脑地去学习，其实他们多数人并不能真
正理解和掌握数学的奥秘，因此一些老师
就开始总结题型，让学生机械去背，学生中
所谓的得高分和获奖，其中不少都是靠背
技巧、背题型实现的。

◆他们对“奥数”说不
北京：叫停和升学挂钩的奥

数培训
北京市历来明确反对并禁止在义

务教育阶段举办任何形式的学科竞
赛。

今年 8 月下旬，北京市教委出台
强硬的“四项措施”和“三个禁止”，禁
止学校直接或变相采取考试，特别是
将奥数等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
为入学依据的招生行为；坚决禁止公
办学校单独或和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
委托举办奥数竞赛等以选拔生源为目
的的各类培训班；坚决严禁公办学校
教师参与此类培训班活动。

随后，北京市教委召开紧急部署
会，明确提出：从即日起叫停与升学挂
钩的奥数竞赛培训。市教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治理整顿，涉及所有的公
办学校、民办学校以及社会上的培训
机构，一旦发现确有与升学挂钩的，将
实施问责，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成都：2010年起不组织小学
阶段奥数竞赛

2009年，成都市对奥数培训亮起
了“红灯”，从 2010 年开始，相关组织
机构将不再在成都小学阶段举办“奥
数”竞赛了。初中阶段奥数竞赛和高
中阶段竞赛仍将继续举行。

杭州：小学不能组织学生参
加奥数比赛

多年来，杭州也在强调学校招生
时，不得要求学生提供奥数等学科竞
赛证书、不得进行奥数等测试，而且小
学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奥数比赛，但是
执行不理想。

杭州市相关部门表示，接下来，他
们会加大监管力度。

7+8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这是出现在
今年全国少年奥数比赛上的一道题。很多
孩子可能会答：在错误的情况下。其实，它
还有一个更开阔的答案：在 12 进制的时
候。比如，7月加8个月，就是明年的3月；7
点加上8个钟头，就是下午的3点。

“奥数本身不是‘洪水猛兽’，它培养了
孩子多向思维的能力。”郑州一中一名数学
高级教师说，让学有余力的孩子在业余时间
接触奥数，享受奥数的快乐，是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将奥数与升学挂钩，就是“绑架”了
奥数，造成“全民奥数”的现象，这才是应该
被反对的行为。“如果升学与钢琴挂钩，也会
造成‘全民学钢琴’的现象，难道也应该停止
钢琴学习吗？”

二七区春晖小学校长胡建玲也认为，
错不在奥数本身，而是错在现在它身上附
加的功利性因素，与升学挂钩，与招生挂
钩，可以编入重点班等。初、高中阶段参加
全国、省级、市级数学奥赛获奖，可获得加
分照顾。家长们认为小学学好奥数，到了
中学，就可以在数学奥赛中获奖，从而获得
加分照顾。

她说，这些功利性因素也影响了奥数
培训的环境，有的培训机构出现了应试奥
数培训，为学生讲授解题技巧，而缺乏启发
思维的过程；有的培训机构使用的教材不
合理，题型偏怪、偏难。

“郑州何时能对奥数说‘不’？”采访中，
不少老师和学生纷纷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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