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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与外国同龄人同场竞技，
中国孩子长处在哪里？外国孩
子又有哪些值得我们的学生
认真学习的？在 !"赛中，这
样的取长补短随处可见。

比赛现场，中国孩子们想
象力喷薄：自我设计的“小车”
穿梭绿洲、沙漠、都市、乡间等
各种奇妙场景中，而且会“哭”
会“笑”，“生气”时“怒发冲
冠”，车盖还会呼呼响。“这要
求孩子的想象力，不仅局限于
科学知识，还得富有人文关
怀，且能融会贯通感染人，鼓
舞人。”带领向明中学获得《可
选择结构》赛项高中组冠军的
李剑老师告诉记者，参加 !"

比赛，仅仅学知识提高科学素
养是不够的，艺术、人文、应变
能力、沟通技巧，甚至语言、动
作、思想的表现力、感染力等
都要同步提升。

有了创新思维还不行，得
用具有创造力的双手变成真，然后通过极富
感染力的语言动作表现出来。在 !"中，每一
道题目的完成必须是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科
学与艺术同竞技。例如，今年六道“长期题”均
声情并茂，包括“情感小车”、“神秘的科学”、
“奥德赛天使”、“捉迷藏”等。其中，“情感小
车”的要求是，制作一辆有人类情感的小车，
在 #分钟的比赛展示中，演绎小车的驱动、变
形，并辅以自编自导自演的剧情。
“在小学组或初中组的比赛中，中外选手

差距不大，中国孩子同样‘手舞足蹈’，活力十
足，积极热情地展现自己。到了高中组，中国
学生则显得相对拘谨，放不开，表现欲和感染
力明显弱于美国高中生。”

本报记者 马亚宁

! ! ! !头脑奥林匹克发端于美国，从 $%&#年开
始，每年在美举行一次世界决赛，初衷是培养
富有创新精神的“未来美国人”，之后慢慢在
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作为引进头脑奥林匹克
的主要参与者，上海头脑奥林匹克协会执行
主席、上海教育报刊总社原总编辑陈伟新曾
被授予世界头脑奥林匹克精神奖。这一奖项
每年评选一人，奖给那些为推广头脑奥林匹
克做出努力的个人。中国人是首次获此殊荣。
“让我成为知识的探索者，让我在未知的

道路上漫游，让我用我的创造力把世界变得
更好”，!"的三大宗旨正是孩子们的参与所
能实现收获的。陈伟新指出，日常学习中，孩子
多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头脑只是一个装知识
的容器———老师台上讲，学生下面记，放学回
家背，考试照书写。!"大赛设计了许多没有标
准答案的创造性题目，供大中小学生解决。学

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围绕需要解决问题，从书
本、网络、成人那儿寻找有关知识，激发各种
各样的方案，讨论、评估最佳方案，学习各种
技能，把纸上的方案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与此同时，孩子们给出创造性解决方法

的过程，必须是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科学与艺
术相结合，自然与社会相结合。参与者时时感
受头脑风暴式的扩散训练，培养思维的流畅
性、灵活性和独创性。例如，围绕“设计师”、
“安全性”、“锁”、“慢下来”等生活中信手拈来
的主题，让思维尽情奔流，想得再深些、再远
些。“有句成语叫白日做梦，头脑奥林匹克偏
偏就鼓励学生们如此，想出独特的好主意。”
然后，善于动脑的学生们还必须有同样灵活
的双手，以检验自己的想法是否现实，头脑中
的方法是否正确。
头脑奥林匹克能使孩子们更聪明，解决

问题的头脑和能力大大提升。没有参加 !"

大赛，无法摘金夺银的孩子们，是否就不能从中
受益？陈伟新坦言，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的
题目有一定难度，需要投入人力物力。为了培
养更多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年
起，一项普及型的头脑奥林匹克活动———“万人
大挑战”在上海诞生。近年来，“万人大挑战”与科
技节活动相结合，题目简单易操作，且趣味性十
足。仅去年，就有超过'(万中小学生参加。

'((%年起，又一项大众型的头脑奥林匹
克赛事———“亲子擂台赛”启动，每年举行一
次，将 !"的创新魅力从学校、街道、社区进
一步延伸至家庭。“亲子擂台赛”激活了众多
孩子与家长对科技创新的浓厚兴趣，为学习
型家庭的建设营造了浓厚氛围。'(**年，第
三届“亲子擂台赛”吸引了超过 %+,万个家庭
走进头脑奥林匹克。 本报记者 马亚宁

挑战创造力 做知识的探秘者
———专访上海头脑奥林匹克协会执行主席陈伟新

!

"

#

$

%

&

'

#

(

)

中
国
学
生
年
级
越
高
现
场
越
拘
谨

! 在!"上海赛区比赛时!孩子们的精彩表现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