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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报道

▲

核
心
提
示

改头换面

许多教育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
要遏制奥数泛滥，仅仅依靠下禁令是
不够的，下禁令只是治标，而均衡配置
教育资源、改革高考和中考以及“小升
初”制度才是治本之策。

一些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
“小升初”择校催生的奥数热，根源是

教育不公平与资源不均衡。教育资源
不均衡，家长就会择校，就会有各种竞
赛热。奥数只是一种工具，取消了奥
数，还会有别的名目，甚至是语文、英
语任何科目，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博弈
工具。

广东省教育厅主管基础教育的副

厅长朱超华说，奥数热反映了教育功
利主义向“低龄化”蔓延，从高考已经
不断延伸到小学阶段，严重背离了义
务教育的认知规律。

重庆市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陶元红说，学校选拔优秀学生应建立
多维度和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据 新华社沈阳2月18日电（记者 于
力 汪伟）

18日下午，在沈阳市慈善总会捐助
现场，曾为追讨千余元欠薪而苦恼的沈阳
女清洁工朱曼，向沈阳市慈善总会捐出讨
薪获得的近3万元补偿款，以报恩社会。

沈阳市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李叶
说：“这笔钱将定向捐给农民工子弟学
校建美术教室或图书室。”

今年 2月 3 日，新华社“新华视
点”栏目播发了《追回 1000 元得办 9
种证——讨薪“弹簧门”调查 》，引起广
泛关注。原本只想讨回因工伤休息期间
1000多元的工资，女工朱曼最后在社会
各界帮助下，讨回欠薪、经济补偿金和单
位所欠四年双休日加班费34500元。

面对这笔“巨额”薪水，朱曼偿还了
之前为交养老保险借的钱，留一点给女
儿当压岁钱，剩余29960元，她决定全
部捐给社会。

“没有大家的帮助，这笔钱不可能
讨回来。”采访中朱曼表示。

讨薪曾遭遇“弹簧门”的
女工昨捐出近3万补偿金

名目繁多的数学思维拓展班、尖子班、提高班层出不穷且学费不菲

“疯狂奥数”改头换面重出江湖
□新华社重庆2月18日专电（记者 张琴 郑天虹）

近年来，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奥数成绩与义务教育阶段
招生录取挂钩，也禁止各类培训班将奥数纳入教学和考试内容。然而，记者近
期在重庆、广东等地发现，在各大培训机构，“疯狂奥数”改头换面重出江湖。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潇江酒店三
楼，全国连锁奥数培训机构“学而
思”的课程爆满。许多家长说，因报
名火爆，已经有十几个班了，报名前
孩子要做10道题，做对其中4道才可
以入学。

记者在现场看到，七八个班同时
上课，20个人一班。“学而思”的咨询

人员介绍，现在培训班的名字是数学
思维拓展班，一学期学费1800元，15
节课，每节课3.5小时，“在重庆的学
费标准算是便宜的，北京的价格是
2720元”。

重庆育英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家长
王女士说，儿子小亮先后在大帝学校
和“学而思”参加奥数培训，不过，现在

培训班的名字都改为拓展班、尖子班、
提高班等，学费都不菲。

珊瑚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家长冯女
士说，孩子入选了世少赛，要去天津参
加总决赛，费用5380元。“很犹豫，不是
怕贵，是怕这个比赛成绩升学时没用。
现在各种奥数比赛名目繁多，家长和孩
子比古时候进京赶考的人还累。”

多位家长表示，奥数班对孩子的
成长弊大于利，但是在“小升初”择校
的巨大压力下，家长也只能狠心让孩
子“受罪”。“有社会关系的拼爹，没有
社会关系的只能拼孩子。”

以重庆为例，在全国奥数比赛如
希望杯和华罗赓杯中获奖的学生可
以优先进入知名重点中学，择校费
减免，一等奖的学生可以免试进入重
庆知名重点中学，得奖多就能增大

升入重点中学的机会。此外，在重
庆各知名重点中学“小升初”的选拔
考试中，奥数题占了相当比例，即使
是常规的统考，附加题也大多是奥数
内容。

重庆育英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家长
何女士说，该校对口的升学学校是重
庆市三中和七中，名额分别是10个和
20个，但六年级学生有300多名，剩
下的孩子只能择校，择校就得学奥数，

否则交钱学校也不收。
在如此残酷的“小升初”淘汰赛

中，奥数成为学校选拔学生的重要砝
码，许多培训机构也正是看中这一点
与名校开展了“紧密”合作，进一步强
化了奥数在“小升初”中的重要角色，
也为培训机构带来了广泛的生源和收
入。随着新一轮“小升初”的日程临
近，各个培训机构联合学校组织的考
试正如火如荼。

禁令只能治标，教育资源均衡方可治本

“有社会关系的拼爹，没有社会关系的只能拼孩子”

奥数班改名拓展班、尖子班

弊大于利

症结

2月18日，朱曼和沈阳市慈善总会
工作人员签署捐赠协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