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刷题”对提高成绩有用吗？

初中学生是否有必要上奥数班？

小学生是否要上数学思维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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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踏入初中，数学教学开
始涉及抽象性和逻辑推理，尤其在
接触代数、不等式方程、函数、平
面几何后，对数学有兴趣和天赋
的学生逐渐显现分化。让这部分
学生在特长领域得到充分发展，
本 身 也 是 素 质 教 育 有 机 组 成 部
分。在学校组织的数学课余活动
之外，有家长选择奥数班作为强

化孩子的方向。
专家表示，组织学生参加数学

竞赛活动应遵循三条原则。首先，
是不搞低龄化。数学是逻辑思维学
科，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寻找规律探
究，核心是理解。这需要有一定年
龄的，对抽象和逻辑不陌生的学
生。第二，是不搞全员化。奥数终
究是面向有数学特长，有余力并且

自愿的小部分学生。第三，是不搞
功利化。参加奥数班的目的不应是
为了竞赛获奖或者升入优质高中，
它诞生的初衷是为了那些渴望发展
思维能力，对数学有特长和需求的
学生。对初中生来说，参加奥数班
不等于将来进好学校，学校课堂是
优秀学生的原点，也是学生体验完
整学习过程的主阵地。

任弼时与青年工作
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周胜洁 昨日，“任
弼时与青年工作”学术研讨会在上海
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召开。来自北京、
上海、湖南、江西等地党史研究机构、
共青团系统高等院校等30多名学者
参加了学术研讨，通过主旨报告、圆
桌论坛、现场观摩学习等对任弼时关
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思想进行探
讨。会议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
弼时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共青团上海市
委主办。

开国初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
的团建与青年工作理论，包括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团观、群众观和青
年观有着现实意义。

研讨会上，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
胡献忠、中央文献研究室胡昌勇、上
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李亮、任弼时纪念馆周霞飞等分别作
了主旨报告，涉及“从任弼时的革命
经历看其对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贡
献”、“任弼时的青年团工作群众化思
想及其垂范”等，任弼时纪念馆的周
霞飞在谈到“任弼时的人格魅力对当
代青年工作的启示”时表示，任弼时
在青少年时期就树立了奋斗目标，为
之不断学习，用到实际工作中，工作
中实事求是，“如今当代青年也应该
树立理想，学习他求真务实的作风，
坚持学习，充实自己。”

上海培育建设百所
书香校园基地学校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通讯员
焦苇 昨天上午，2016陈伯吹国际儿
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演活动，在上
海书展举办地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
厅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诵读经
典、点亮童心”，本市“书香校园”基地
学校学生代表、儿童文学爱好者以及
书展现场近千名观众参加并观摩了
本次诵读展演活动。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上海培育建
设了100所“书香校园”基地学校，在
其辐射、引领下，全市中小学生正在
养成良好的阅读爱好和习惯。

各种数学培训到底是否适合各年龄段的学生，专家一一给出了分析。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全国“上海中小学数学教育改革经验”交流会在沪召开 专家：

奥数不应低龄化全员化功利化

近年来，在针对15岁孩子的2009

年、2012年连续两届PISA（国际学生

评估项目）测试，针对义务教育段初

中教师的 TALIS 教师教学国际调查

中，上海学生和教师的优异表现，逐

步引发了国际教育同行的密切关

注。上海的数学教育，正成为英国等

发达国家学习和效法的对象。在昨

日召开的交流会上，国务院学科评议

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史宁中

认为，在近30年上海数学教育改革的

长期积淀过程中，上海至少形成了三

条重要经验，即连贯一致的改革思路、

海派文化的数学课堂、强而有力的教

研与教师队伍。

上海数学教育形成三条重要经验

小学阶段是否要让孩
子参加课外数学思维训练
班？初中学生是否有必要上
奥数班？一直以来，提到数
学教育不少家长都不知道是
否该让孩子加入奥数的队
伍。昨天，在沪参加全国

“上海中小学数学教育改革
经验”交流会的专家们，通
过倡议书的形式，对家长关
心的这些问题释疑解惑。
专家们表示，学习奥数应该
因人而异，不应低龄化、全
员化、功利化，“启发、培养
孩子的兴趣比让他学知识更
重要。”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知识储备的多寡在小学阶段并
不是最重要的。”针对家长关心的这
一问题，专家指出，小学阶段的数学
是用数表示常用的量，学习自然数和
它的四则运算，熟悉简单的平面图形
和相关长度、角度、面积的计算。这
些看似简单的应用问题，有很强的基
础性。

上海数学教材从上世纪90年代
末到现在，经几代人努力，历经十轮
改革，符合学生学习实际。教材从学
生生活实际入手，每个单元都配有问
题情境，让学生在课堂里观察、动手、
感悟、探究规律，让学生学得有趣、有

用，引发对数学的好奇和好学。由浅
入深，循序渐进，这样的教材符合小
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

社会上反映一些小学生负担重，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小学生通过不
同途径在学习超纲超载的内容。比
如，二元一次方程组原本是初中的，
等差数列求和及排列组合公式是高
中的，这些被一些培训机构提前放到
了小学数学训练班，用短平快的方式
让家长直观发现，孩子会做的题变多
了，也让家长认为，熟记“明天的”公
式有助于学生掌握“当下的”学科。
当一个班有数位学生参与到校外训

练班，唯恐落后于人的焦虑在家长中
传播，不看天赋、不问兴趣的强制学
习就可能愈演愈烈。

专家们表示，数学内容有自己的
逻辑体系，一个正规途径的高中数学
内容，会经历探究规律的过程，在这
过程中学生与教师进入问题，发现公
式，这是属于学生的独一无二的财富
与权利。包办替代这种感悟式的学
习探究过程，将公式生吞活剥灌输给
学生，不利于小学生认知构建，也会
造成相当部分学生从小对数学学习
的畏惧。他们会认为，数学就是硬套
公式，学习就是死记硬背。

包办替代感悟式探究不利认知构建

高中数学学习要面对学业测试，更
有高考压力，在学习过程中伴有“刷题”
的现象。专家们认为，“刷题”不能说完
全无效，但肯定是低效的学习方法。这
种方法缺少了学习的针对性，它让学生
本就会做的题目重复操练、不会做的难
题却越做越多，负担越来越重。

专家们表示，学好数学，关键在
夯实基础知识。在一个单元的学习
里，学生首先要弄清本单元提供的最

基本的数学事实，有哪些基本原理公
式，涉及的问题用到了哪些重要的数
学思想方法，它们的基本应用在哪里。

“我们提倡，高中生做题应该‘少
而精致，锲而不舍’。”专家介绍说，

“少”来自教师角度，教师在日常教学
和测试后，根据学生情况针对性精选
问题，去掉重复性的、已会的，补充易
错易混淆的数学题，体现重要思想、
重要方法，体现与其他知识的联系，

这比单纯刷题更高效。
“精致”面向学生，要求学会引申

反思，在做题后多思考是否有其他解
题方法。学习的过程是用简单问题
理解基本原理和应用，融会贯通，举
一反三。做数学作业的过程其实是
提升数学核心能力的过程，它兼具运
算、推理、想象、表达、分析解决问题、
探究各个方面，它应该是有难度的，
同时也应该是趣味的、有益的。

不能说完全无效但肯定是低效的

参加数学竞赛活动应遵循三原则

中职校生主题读书
活动成果分享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通讯员
焦苇 为进一步配合落实职业教育的
培养目标，丰富中职学校的校园生
活，提升中职生的文化素养，昨天，

“仰望星空·向往大师——2016年上
海市中职校学生主题读书活动成果
分享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
行，成为上海书展的一大亮点。此次

“主题读书活动”不仅有效激发了学
生的阅读兴趣，帮助学生提升了阅读
学习的能力，也使行业明星们成为行
业文化的载体，为职校学生营造了传
承“工匠精神”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