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即便是数学资优学生，在小
学、甚至初中也并不一定需要另
外再学什么奥数。老师只要不断
引导他们能够灵活应用课内所
学知识，不断鼓励他们在学习中
有所创见，逐步教会他们一些科
学的思维方法，使他们具有良好
的思维品质，加上他们对数学浓
厚的兴趣，“尖子”一定会冒出来
的。过早地拔苗助长，不但不能
培养出“尖子”，弄得不好还会扼
杀孩子的聪明才智。因此，我希
望家长们在计划把孩子送到奥
数班之前，要三思而行，千万不
要做违背孩子心愿、做加重孩子
负担的傻事。
目前许多中、小学生的家长

被奥数弄得晕头转向。经常有小
学生家长向我咨询，要不要送孩
子去读奥数？有的则拿来一大堆
奥数题，问我哪些适合给小学生
做？我觉得有必要细细分析，这些奥
数题都是些什么题，它对儿童的思
维发展到底有没有促进作用。
我到书城做过多次调查，看了

目前流行的一些小学奥数教程，书
中大多是一些竞赛题和解题技巧的
撮合，虽不能说对训练思维没有一
点作用，但这些书犹如把学生引进
了一个比升学题海更深、更难的竞
赛题海。做这些题对培养学生数学
兴趣，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不会有
多大作用。例如，最近我在书城的奥
数“书海”中随意买了几本书，其中

有一本书把小学奥数题细分成
“年龄问题”、“相遇问题”、“追及
问题”、“时钟问题”、“工程问
题”、“盈亏问题”等，足有 !"类
之多。细看之下，这其中 #$多类
均属于传统的小学应用题，五六
十年前小学教材和参考书就是
这样分类的，当时还掺杂了一些
繁难问题，教师感到难教，学生
反映难学。其实，这些应用问题，
一般学生进初中学过代数后都
能列出方程求解。经过几十年小
学数学教材的多次改革，大幅削
减“典型应用题”，删去了其中的
繁难题目。而今，一些奥数教程
打着培养尖子生的幌子，又把这
些繁难题目捡了回来，集所谓
“小学奥数题大全”，加上名目繁
多的各种奥赛在全国范围内推
波助澜，使大批智力一般的小学
生不得不去啃这些奥数题，这不

是又走回教改前的老路上去了吗？
试想一下，把这些题目让一般

的小学生去啃，不是为难他们吗？我
认为用这种远离学生课堂学习，又
大大高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水
平的题，去进行所谓的超前思维训
练，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效率很低。
不恰当的超前训练不仅对学生的思
维发展不利，而且会使绝大部分学
生从此惧怕数学而远离数学，甚至
厌恶数学。沉重的心理压力将会阻
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让不少老师
与家长深为忧虑。

! ! ! !学生陈盈新平时数学学得不
错，就是有个毛病：马虎、粗心。一次
考试，其中的题目他都会做，但他贪
图快，二十分钟就交了卷，结果这儿
错一点，那里漏了一点，只得了九十
分。为了帮助被同学称为“粗心大
王”的小陈克服缺点，我决定和小陈
好好谈谈。有 一次，下班后我步
履匆匆地赶到小陈家进行家访，小
陈正在灯下做作业。
看了他的作业本，一道是看错

了题，另一道漏了个小数点，我就和
他谈了起来。我指着他的错误说：
“你呀，这样粗心，怎么行呢？”小陈
低着头、红着脸说：“我也想改，老是
改不掉。”于是，我从小陈眼下做的
功课讲到原子弹，语重心长对他说：
“你现在粗心做错题目，只是扣分，
将来到了工作岗位，万一粗心运算
错了，就要给建设造成损失啊。”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星期天，
我再次来到小陈家里，小陈正在阅读
数学自学丛书。小陈问我一个题目，

我一听这个题目就想，明明书上已经
在前面出现过，小陈还要问，说明他
看书马虎，跳着看，不踏实，就问他：
“前面你看过吗？”他回答没有。“读书
要踏踏实实，不能浮光掠影跳着看
啊。”我又一次给小陈提了建议。
这次家访后，我发现小陈的作

业字迹端正，态度认真。我肯定了小
陈的进步，同时，又从班里学习优秀
的同学的学习态度、学习目的讲到
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创业、从科学
家的潜心研究精神，再讲到我们这
一代人肩负的责任……一番话，小
陈侧首倾听、心悦诚服。此刻，我向
小陈提出希望，要求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
没隔多久，“粗心大王”小陈变

得细心了，期终考试得到了满分，连
附加题也没丢掉一分。小陈的进步
很快，对数学也越来越喜欢，参加各
级数学竞赛屡次获奖。高中毕业时
以优异成绩第一志愿考入复旦大学
数学系，并且数学考了满分。

! ! ! !关于数学尖子培养，中科院院
士李大潜教授曾发表过很好的意
见。他认为，“数学研究要抓好苗子”。
而我认为，培养这些苗子的主阵地在
学校、在课堂。所以我主张老师在教
学中应切实贯彻因材施教原则，为培
养资优学生创造条件，而不是简单地
把这个任务推给家长和社会。

教师要根据实际，为这些学生
准备一些有趣味、有一定思维价值，

又不脱离当前课内学习的题目。当然
学生做或不做，做多做少，不要硬性
规定，让他们自主选择。教学方法则
应贴近儿童，深入浅出，启迪思维，循
序渐进，要让学生感到饶有趣味。这
样做才能培养出数学“尖子”来。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整治“奥数

热”和“择校热”，最关键是抓住源
头，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改变目前教
育的不均匀状态，又是一块“硬骨
头”。众所周知，教育的均衡，包括硬
件和软件。其中软件的均衡比硬件
的均衡更有难度。也就是说，通过教
育均衡。

! ! !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百岁老人徐中玉的藏书中，最多的
或许要数由他主编的各种版本的
《大学语文》了。作为教育部的部编
教材和大学的公共必修课，《大学语
文》的知名度极高。近日，记者就语
文学习的问题，与徐老有过交谈。

问! 大学和中学的语文学习篇

目该如何衔接!

答!在我们新编的《大学语文》
里，更换了大多数原版所选的与现
行中学语文主要教材课文重复的作
品。我们让大学生要么是学习中学
里已经接触过的这些名家的其他作
品，要么是选择学习其他名家的作
品。大学生应当选读本国优秀文化

传统中的名家名作精品与现当代有
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兼学影响较大
的外国名家名作，力求内容丰富、风
格多样。总之，学语文是期望在培养
学生人文精神、艺术修养与阅读习
惯、写作能力等方面，都能起到良好
的作用。
再说，学生自小学至中学，各阶

段都应有本国语文教育课，到了大
学阶段以至今后长期的工作阶段，
无疑都应当不断地学习语文，学习
得好，工作也才能做得更好。哪能认
为学过一阵母语后就已经足够了，
不必再学的道理呢？

问! 如何理解语文教材及语文

学习的人文性与工具性!

答! 加强语文教材和语文学习
的人文性的同时，不能忘记语文的
工具性。按教材来说，分为记叙文的
阅读与写作、议论文的阅读与写作、
诗歌的阅读与欣赏、小说的阅读与
欣赏等四项，希望对学生的阅读欣
赏与写作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
我觉得，语文教材及教师的提

示，不求面面俱到，而以把握要点为
主，以有助于启发学生思考为目的。
学生们也尽可各抒己见，对课文加
以讨论。所出的思考与练习题，也要
力求从实际出发，期望学生在阅读
与写作中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

问!许多同学都迫切想知道"如何

通过学语文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答! 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
“毫无秘诀”，只有指引、鼓励同学们多
读、多写、多观察、多思考、多实践，只
读不练不想不实践，是进步不了的。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指导写作的
书刊，其中提出了不少条条框框，似
乎很全面，但却缺少生气，没有血
肉，非亲自摸索、体验得来。这使我
想起了读过的中外作家、学者亲自
写出的学习与写作经验，至今令我
印象深刻。他们或说理或抒情或描
写，各种写作知识都有。他们的文章
不仅使我在学习写作上，更在思想
上、生活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不比
那些条条框框、缺乏感悟力的说教
更有说服力吗？ 本报记者 王蔚

学好语文真没有什么“秘诀”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徐中玉谈阅读写作和思考

既然把教师工作定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那么，教育自
然也就是最阳光的事业。近日，曾经担任过大同中学数学教师、位育
初级中学副校长的周继光，以《在阳光下———亲历新中国基础教育六
十年》为题，出版了一本专著，记述他从教的感悟与坎坷。作为上海市
的首批特级教师，周老师对教育的回眸，读来发人深省。

$以下版面上的文字摘自%在阳光下&&&亲历新中国基础教育六

十年'"有删节( 标题为编者所加( )

! ! ! !学生们从小学升入了初中，如
何做好教学的衔接？特别是数学，有
些同学会觉得难度一下子提高了许
多，这又该如何做好无缝衔接呢？

我在暑假里通过普遍家访，了
解学生的思想状况、脾气爱好等，还
通过访问小学老师，了解学生在小
学的学习情况，学生在小学里已经
学过的知识内容；通过分析入学试
卷和开学初的摸底测验，结合向学
生的调查问卷的归纳、整理，摸清学
生的基本情况，找到学生学习的薄
弱环节，这些措施对做好起点班的
教学工作都非常必要。

学习避免“炒冷饭”
为了使学生更快地适应中学数

学学习，我决定在上新课之前，安排
两周时间进行小学数学复习。这样
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承上启下”、
“填平补齐”，使中学数学教学有一
个比较整齐的起点。更重要的作用
在于帮助学生在系统整理小学里所
学的数学知识的同时，能让教师有
时间去发现并纠正部分学生在小学
里已经形成的坏习惯，着手培养学
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学生在知识
学习和能力培养两方面都得到衔
接，在思想方法上得到启迪。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使两周的
复习课能够针对实际，深入浅出，引
人入胜，不至于使学生感到复习课
像“炒冷饭”。我根据已经了解到的
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暑假里自编了
一份小学数学复习讲义。当时我和
备课组的老师们说：我为学生炒了
一份“蛋炒饭”，让学生通过复习做
到“温故而知新”。结果，两周的复习
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这两个星期

的复习，它所起的作用正是“当时退
一步，为了后来的进一步，跨二步甚
至跃三步”。所以，我感到在初中阶
段的开始，安排一定时间进行小学
的复习是非常值得的。

先复习后做作业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初一第

一学期，我从学生学习的两个主要
环节上课和作业着手，抓学风的形成
和习惯的培养。把“上课八条”（课前
作好准备，课上专心听讲，积极思考
问题，踊跃举手发言，认真记好笔记，
及时做好练习，态度严肃紧张，上课
好比打仗），“作业八条”（态度认真，
字迹端正，过程清楚，格式完整，刻苦
钻研，独立完成，按时交卷，及时订
正）一条一条加以落实，不但反复抓，
而且还抓反复，严格要求学生。
我还要求学生上课前先预习，作

业前先复习。让学生养成预习和复习
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例如要学生能
够体会“先复习后作业”的好处，我在
开学后用一个多月，每天下午安排十
五分钟时间，让学生在教室里看书，
结合培养学生阅读课本的习惯和能

力，先让部分学生体会到：做作业之
前花十来分钟看一遍书，把知识内容
复习一下，对顺利完成作业很有好
处，慢慢就会形成习惯。

度过几何入门关
当年全国统编教材在初二年级

开始平行开设代数和平面几何两门
学科。由于平面几何研究的对象、学
习的方法与学生过去所学的算术、
代数不尽相同，不少学生感到难学，
教师也感到难教。学生的几何学习
成绩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普遍。
如何抑制平面几何教学中的这

种分化现象，引起了许多教师的关
注。我在教改实验的第二年，对这一
热门课题重点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当年统编教材《几何（第一册）》

第一章“基本概念”和第二章“相交
线与平行线”，按大纲规定的课时为
!%课时（每周 !课时）。在短短的半
个学期中，要诖学生顺利度过“入门
关”，完成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过
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首先从调查入手，了解学生

在小学里几何初步知识的学习情
况，分析每一个学生进入初二时的
思维状态，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
与思维水平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提
高学生学习几何的兴趣。
第一，强化目的教育。在平面几

何教学一开始，提出一些需要用平
面几何知识解决的有趣问题。如“为
什么屋梁采用三角形架子而不是四
边形的架子呢？”“你会不会画五角
星？”“你能在黄浦江边测量对岸一
个大工厂的烟囱的高度吗？”

一位特级教师的从教感悟———

周继光和他的阳光事业

培养“尖子”与教育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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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心大王”转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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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继光最近新著的封面

! 阅读"是徐中玉教授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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