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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禁令能否废黜奥数“证书之王”

强者愈强

教育资源均衡化还要喊多年？

“‘奥数热’ 涉及中小学择校问

题，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6 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

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央教育科学

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现在实质上

存在的“重点学校”制度，使少数名牌

学校集中了过多的资源。“只要学校

之间还分三六九等，人们就会追捧好

学校；就算禁了奥数，也会有其他的

花样。 ”

袁贵仁说，国务院已对实现教育

的均衡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要推进学

校标准化建设，改造薄弱学校；合理

配置教师资源，实现区域内公办学校

教师校长合理流动； 实施学区化管

理，鼓励集团化办学；办好一批优质

民办学校，等等。

不喜反忧 禁了奥数普通家庭孩子更难进名校？

在北京市发布新的奥数禁令后，

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北京近 30 所示

范中学负责人纷纷承诺， 不将奥数成

绩作为入学依据。

然而， 与这些重点中学的表态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很多家长对禁令能

否有效执行疑虑重重。

“往年一些学校也这么表态，可是

后来还是认奥数成绩。 幸亏当初我没

把禁令当真，否则就麻烦了。 ”北京市

民李先生说，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以后，

就开始上西城区某培训学校的奥数

“占坑班”，每年培训要花一万多元，去

年很顺利地进了西城区一所重点中

学。“如果没学奥数，孩子上重点中学

的希望就很渺茫了。 ”

有人庆幸，也有人懊恼。

武汉市多年来一直禁止将奥数成

绩与升学挂钩。 然而，家住武昌铁路小

区的刘秋燕正在为自己当初没让孩子

学奥数的决定懊悔不已。“我儿子功课

都很优秀，还有很多艺术特长证书；今

年我带他去一所初中名校报名， 老师

见我们没奥赛证书， 就不再理我们

了。 ”

“奥数确实很不好，可是奥数再不

好也比拼爹好。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

黄先生说，现在“小升初”不让考试，可

是大家都想上名校，在北京，想上名校

有多种渠道，如“共建生”、“条子生”、

“推优生”、“电脑派位生”、“占坑班”

等，“相对来说， 奥数占坑班是最公平

的，而像‘共建生’、‘条子生’等就全靠

拼爹了。 ”

与黄先生持有同样看法的人很

多。 记者在“北京家长论坛”上看到，居

然有相当多的网民反对取消奥数。

“说实话，但凡有出路，哪个家长也

不会让孩子非要死抠奥数去争取‘小升

初’的机会。 停掉奥数，实际上是关上了

没钱没路子、 拼不起爹的孩子升入重点

中学的门。 ”一位网民在论坛上留言说。

名校掐尖 谁在助推奥赛证书成为“证书之王”？

为何一些重点中学都把奥数看得如此之重，

以至奥赛证书成为当之无愧的“证书之王”？

武汉市某民办初中数学老师告诉记者：“现在

明文规定‘小升初’不准考试，那么学校招生时拿

什么做依据呢？以小学的综合素质册为依据吧，这

册子容易造假；以孩子自己拿的证书为依据吧，这

些证书也是鱼龙混杂；相对来说，奥数成绩一般比

较可信。 ”

奥数不但能帮名校“掐尖”，还能让他们获取

巨大经济利益。“现在搞奥数的培训机构几乎都

是与重点中学合作的， 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

链。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去年在北京所做的抽样调

查显示， 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中有 92％的学

生参加过各类辅导班，家长一年在奥数上的平均

总花费约为 12000 元。

“其实，在奥数利益链上，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

重点中学，他们是奥数班的源头，各种培训学校都

是寄生在他们身上。 ”武汉市一家奥数培训机构负

责人说，通过奥数层层选拔的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学

校在中考时的“金字招牌”，“考上一流高中的学生

比例越高，收取的择校费、借读费也就水涨船高；有

了钱，就能改善学校设施，提高老师福利待遇。 ”

“奥数的本意是发掘学生特长，把它作为兴趣

爱好是可以的， 但现在变相成为应试竞争的工

具。”杭州市上城区教育评价中心副主任马海燕认

为，目前一些中学看重奥数成绩，其实还是评价机

制过于单一。由于报考人数众多，一些学校为了筛

选生源，盲目提高门槛，奥数题目搞怪变难，加剧

了小学生的学业负担。

作为一种学科， 奥数本无可厚

非。 然而，“奥数热”在中国的不断升

温，却与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主旨渐

行渐远，更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奥数一旦搭上“升学战车”，当即

变了味儿。 据研究，奥数只适合少数

对数学有爱好、有特长、有天分的学

生， 只有大约 5 % 的智力超常儿童适

合学习。

而我国的“全民奥数”，却让 9 5 %

的学生成了陪练。 如今的奥数，不是

引导孩子探索求知世界，不是激发培

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而是以应

试和分数为目标，用题海战术、强化

培训、机械练习、重复演练等，这样的

教育， 不仅使奥数失去了数学之美，

失去了科学精神，而且使不少原本喜

欢数学的学生变成了做题机器，泯灭

了独立思索的能力，失去了对数学的

爱好。 （综合新华社、新华网）

链接 变味儿的奥数

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日前再次发布通知，禁止把奥数与“小升初”挂钩。 然而，面对

禁令，很多家长的反应竟然是不知所措。

奥数，学还是不学？ 早在十年前，教育部已下发过类似文件，近些年来多地教育部

门更是频频发布禁令，但“奥数热”并未得到遏制，奥赛证书反而成为“小升初”的“证书

之王”。

奥数竞赛进入中国已 20 余年，为何在中国逐渐“淮橘为枳”？ 禁了奥数，会否又出

现其他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