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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许多人之所

以会本能地反对"在家上学#$是因为这与教育国

家化的概念相抵触$是合理不合法的%我国&义务

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

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龄儿童)少

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

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

然而$教育是基本人权$家长对孩子教育的优

先权概念并没有过时% &义务教育法' 最本质的精

神$是保障儿童接受教育$在家上学与这一法律精

神并不冲突% 家长之所以另辟蹊径$不仅是因为大

一统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家长及孩子多样化的教

育需求$主要还是因为公办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

本报记者 王蔚

数数数学学学不不不只只只教教教计计计算算算
更更更训训训练练练科科科学学学思思思维维维
学校教育应少些书面知识多些学以致用的指导

“上海小囡逃离名校投奔山村学校
读经典”的新闻引来热议。16对父母将

自己的孩子送到浙江省一所乡村国学学校
学习，与传统教育方式告别。只学国学,数理化

靠自学？这种课程设置遭到沪上教育专家的反
对———理科教育有利于训练孩子的科学思维
和认识社会的方法。然而，怎么学好数理化，什
么时候开始学是关键。

"专家点评#

一年级不开数学课
不开课不代表不学
在上海，静安区教育学校附属学校也

算是一所“另类”学校。该校几年前就开始大
胆尝试“一年级不开数学必修课”。按全市统
一的教学计划，一年级通常每周都有 !节
数学课，但静教院附校却把这 !节课时
“让”给了语文课和英语课，这样每周语文
就变成了 "节，英语变成了 #节，另外增
设了一节“英数活动课”。
校长张人利说，学科体系的排序，应

该以人的认识规律为依据，整个学习过
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一步到位。
“同一个学生在学习同一个学科内容时，
在不同年龄时段，花费的时间是不一样
的，比如，对普通孩子而言，低年级语言
学习能力相对会强一些，而抽象思维能
力却会偏弱。因此，需要抽象思维的课
程，适合放在年龄大一点去学习，比如，
数学课。”

但张人利说，不开数学课不代表不
需要学数学。该校为一年级学生开设了
“英数活动课”，是在轻松的英语教学过
程中，让学生逐渐接触到数学知识。

学什么看社会发展
教育不能退到民国

“实际上，国学也好，数学也好，任何
课程的设置都该有三方面，学科体系、学
生自身对学科的和社会发展对学科的要
求。”张人利说，十多年前，上海小学都是
集中教拼音的，一两个月内就要孩子速
成，还要考试。“这种课程设置就是过多
关注学科，缺乏了对人发展的关注。因
此，二期课改之后，拼音的学习‘分散’开
来贯穿到整个一年级的学习中，但有些
家长却看不明白，于是造成了市场上拼
音班的火爆，反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但张人利认为，一年级不学数学可
以，如果初中也不学，这个问题就大了。
“数理化不仅是学科问题，更是科学问
题。放弃数理化，就相当于使得教育退化
到了民国以前。在大工业发展以前，中国
所有的教育都是以私塾为主，不学新文
化的东西，只教国学。但一两百年前，中
国并没有遇到工业化的问题，私塾教育
还能应对，近几十年却是知识爆炸的时
代，仅学国学并不能应对这些变化，更无
益于创新和社会发展。”

不能逃离应当改进
教会孩子自己动手
上海市数学特级教师、延安中学校

长郭雄说，学校的教育和社会都会给学
生带来各方面的影响，数学实际上训练
的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认识力。“有人认
为认识社会是文科的事情，但实际上也
需要数学的思维，比如，一个问题可以多
角度来看，这和数学题有各种各样的解
法相通。而理化生则是实验科学，培养的
是学生学以致用的意识，是一种不能缺
少的实际能力。”

郭雄认为，现在的教育确实有许多
令人不满的地方，但不能因此就“逃离现
状”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
们现在的理科学习应该知识少一点，方
法多一点，让学生的兴趣更浓一些。国
外有不少实用性的教育方式很值得借
鉴，比如，教孩子如何写信，带孩子去
邮局参观整个信件邮寄的流程，让他们
在过程中感悟，而我们的教育却欠缺社
会的了解和指导，更多的是侧重在书面
教学。”

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