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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家长遭遇新型校园暴力

热点锁定
! ! ! ! 法国尼
斯$%日发生
恐怖袭击，一
辆卡车冲撞
人群导致至
少&%人遇难，
袭击者被当
场击毙。

美国中小学生数学水平提高了
文 ' 王鑫方

校外培训不断升温 国际奥数竞赛夺冠

变化来自校外
!"#$年，泰国清迈，第 $%届国

际奥数竞赛结果揭晓。美国队代表、
#&岁的戴维·斯托纳感觉发挥得不
错，但对自己队能否拿金牌没有很
大底气。当看到屏幕上显示美国队
夺冠时，他仍有点不敢置信。
这也难怪，美国队上次夺冠还

是 '(()年，之后第一名基本是中
国、韩国或俄罗斯队。而本届奖杯份
量尤其重，英国队领队、巴斯大学博
士杰夫·史密斯评价说，这是自
'($( 年开始举办奥数竞赛以来最
难的一张试卷，'") 支参赛队伍中
超过半数得了零分。
不过，美国队认为胜利来得水

到渠成。主教练罗博深说，数学水平
能在同龄人中达到世界级的美国中
学生变得越来越多，实力远超往届。
值得注意的是，变化几乎全部

发生在校外，以家长和学生为主导。
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

佩格·泰里看来，多数中小学特别是
公立学校数学课上，教学内容依旧
简单得一塌糊涂，全国数学测试平
均成绩惨不忍睹。数十年来，高中数
学尖子生要想发展，就得挤破头报
名参加顶尖的全国性数学夏令营，
如马萨诸塞州的“数学夏季研究”或
俄亥俄州的“罗斯数学项目”。然而，
这些传统夏令营名额有限，竞争残
酷，不少孩子因此错过了发展机会。
校外则是另一番场景。十多年

来，针对数学尖子生的提高训练营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部分由小型非
营利组织或教授个人运作。在这里，
中学生有机会在高校研究生、教授
乃至软件工程师和设计师指导下，
学习运用数学能力解决难题。
在高科技企业云集、高校集中

的旧金山湾区，这样的数学教育机

构异常火爆。*$+个名额的特长班，
$小时就能报满。一些名人创办的
学校还没开始正式授课，通过各种
渠道咨询何时开分校、能否让孩子
提前占坑的家长就络绎不绝。
数学提高网站“解题艺术”创始

人、前国际奥数竞赛选手理查德·鲁
茨兹科感慨道：“这些家庭强烈渴望
得到数学指导，胃口大得没边。”
传统高中一路高喊减负，数学

难度一再降低，但越来越多学生通
过课外自修，进入顶级高校后表现
出非凡的数学能力。同时越来越多
学生对各种国际数学大赛产生兴
趣，表现也越来越好。

小学开始抓起
数学提高班为何能在美国掀起

浪潮？不少数学尖子生的家长本就
是理工人才，认为公立学校教学内
容浅显甚至误人子弟，在小学高年
级和初中阶段尤为严重。所以他们
只好给孩子课外报班，上进的孩子
也乐于得到更多指导。
劳工部劳工数据局发现，美国

经济增长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理工类岗
位，其中不乏高薪工种。因此大一就
希望主修理工科目的学生不断增
多，但这些学科淘汰率高得惊人。
!""* 年至 !""( 年，),-理工类本
科生中途转专业或辍学，其中不少
人放弃的理由就是发现自己缺乏必
要的理科基本功。
数学教育机构“俄罗斯数学学

校”创始人之一、原苏联机械工程师
伊涅萨·里夫金说，这些学生失败的
根源通常可以追溯到小学二三年
级。不少教育专家也认为，这一阶段
的数学教育质量确实很差。由于美
国大多数小学教师是“通才”，要负
责所有学科，所以即使在一流小学，

制定教学大纲的教师可能本身数学
就不怎么样，更别指望教得好。
里夫金的孩子曾就读于马萨诸

塞州一家不错的公立小学，但做数
学题全靠死记硬背，机械套用公式，
就像照着食谱做菜一样。“这哪里是
学数学！”里夫金非常激动，“我对孩
子们说：‘别记法则！自己动脑子
想！’他们却说，老师不那么教，‘那
不是老师希望我们做的事’。”
不久，里夫金找到老熟人、才华

横溢的数学教师伊琳娜·哈温松，在
自家餐桌旁成立了“俄罗斯数学学
校”。她们的目标是帮孩子从熟练运
算开始，循序渐进，直至灵活掌握代
数、几何乃至高阶数学基本原理。孩
子们要学会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创
造性地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
以算术为例，孩子们要学的不

是记住 !.$等于几，而是直观了解
这道题如何计算出结果，最后能自
己编应用题，解决实际问题。
如今，这家私立学校在全美发

展很快。里夫金培训教师时强调，要
鼓励各阶段学生提问，帮助他们在
直观和抽象间自如转换，培养独立
思考能力。
在她看来，小孩子对数学的理

解自然不同于大人，很可能头一秒
问的问题很简单，下一秒问的就很
难。如果老师数学能力不足，就会只
挑简单的回答，从而打击孩子学习
积极性。她说：“我们希望孩子们问
难题，多参与才不会厌烦，这样他们
不仅能小小年纪就会做代数，更重
要的是能领悟数学的精髓———一种
批判性思考的工具。”

培养尖子学生
参加过数学提高班的人都知

道，培养数学思维能力最好尽早下
手，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要接受大

量和深度的概念认知训练。然而，这
种训练很难靠公立学校完成。
美国政府 !++!年开始实施“不

让一个孩子掉队”政策，强调帮助差
生，但忽视培养尖子生。不少学校多
年来对有天赋的孩子不管不顾，甚
至否认自己学校有天才学生。而公
立学校的天才班和特长班原本可以
向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倾斜，却因种
种原因几乎变成富人专属。
残酷的现实迫使特长生不得不

选择课外机构加速学习，但课外班
多是私立，不菲的学费再次让穷人
家的孩子望而却步。“俄罗斯数学学
校”一年学费高达 *+++美元，另一
个为期 )周的寄宿制数学项目费用
甚至翻一番。
泰里说，各基础科目中，数学教

育上的贫富分化最严重。能力出众
的孩子确实在不断增多，但几乎全
部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统计
显示，美国数学尖子生中富人和穷
人的比例为 ,：#，而在韩国是 *：#，
加拿大是 *(&：#。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数学专业

的丹尼尔·扎哈罗珀尔想改变这种
不公。$年前他在纽约创办非营利
机构“进阶高等数学之桥”，每年春
天到各中学挖掘有数学天赋的贫困
生予以培养，但因受资金掣肘，经常
感到力不从心。
好在联邦和州立机构也意识到

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尖子生的重要
性，越来越多公立高中开始向学生
提供更多高阶课程，在大学远程教
育网站注册更多课程供学生选修。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签署《让

每个学生成功法》，取代《不让一个
孩子掉队法》，要求各州挖掘优等生
并跟踪学习进度。该法首次明确允
许学校使用联邦拨款从低年级贫困
生中筛选尖子，给予专门指导。

! ! ! !一向走在高
科技前列的美国，
数学基础教育却
多年来不尽人意)

中学生数学平均
成绩在发达国家
中长期居于中下
游。直到美国中学
生时隔 *$年再次
夺得国际数学奥
林匹克竞赛冠军，
不少人才蓦然发
现，不知不觉中，
数学学得好的美
国孩子一下子多
了不少。

! ! ! !数十年来! 专家们对怎样

才能教好数学看法各异争论不

休!总的来讲分为两大阵营"一

部分主张教授概念知识! 帮学

生理解如何用数学解决现实问

题"他们反对死记硬背#题海战

术!认为这样做事与愿违!扼杀

学生求知欲" 另一部分则坚信

记忆公式和法则是基本功!进

而才能培养更复杂的逻辑思考

能力" 他们反感$题海战术%的

说法!倾向于称之为练习"

美国 !"#" 年推出的首部

全国统一课程大纲 &州立共同

核心课程标准'则像在和稀泥!

鼓励教师同时重视数学理解力

和程序技能培养"

大纲效果尚待时间检验!

但现状是全美仅四成四年级学

生和三成八年级学生数学达到

$精通%及以上级别" !"$!年一

项国际测试中!美国 $%岁学生

仅 &'获得数学高分!而加拿大

$('!韩国 )#'!新加坡 *"'"

教学观念有别

! ! ! !近年成立的不少数学课外

辅导班虽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

法不同! 但核心内容有相通之

处! 尤其强调教会学生运用数

学概念预测#探索和解释世界"

这种名为$解决问题%的教

学法并不陌生! 常见于麻省理

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等顶级

高校" 教师通常会将学生按能

力分组!设定一组开放式情景!

鼓励学生用不同方法解决问

题"例如这样一道题(假设地球

是表面光滑的标准球体! 一条

绳刚好贴地表绕地球一圈" 现

在将绳长增加 $+米再绕地球

一圈! 绳子与地表间隙最多能

容纳什么东西)

泰里说! 在不少课外提高

班能感受到令人兴奋的氛围!

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对数学有

一种自发的热情" 不少教师是

兼职!本身热爱数学!这种积极

的气场很容易感染周边人!学

生们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就读于哈佛大学的斯托纳

回忆道!他 $$岁第一次参加数

学竞赛时就由衷地感到 $这才

是我的部落%!不久就加入数学

提高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种环境中! 学生们不

问出处#年龄和性别!自由组合

迎接挑战! 一些高科技企业也

会在数学提高机构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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