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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通才还是专才？

@崔屹：争论奥赛的问题，有个
前提需要厘清，即人才的标准是什
么，是不是只有综合发展、全面均衡
的全才、通才才算人才？真正的人才
应该是个性突出、不可复制的。一些
在某个领域有超强能力或悟性、作
用突出的偏才是不是更值得培养
呢？只有把人才的概念厘清，才能讨
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

奥赛教学确可训练思维

@徐可顺：奥赛教学有其特殊
的、便捷的思考、推理方法，经过奥
赛班培训，无论对高考还是提高孩
子今后推理运算能力都是有帮助
的。我孩子就说，参加了奥赛培训，
发现用奥赛知识解决数学等问题，
就简单多了。另一方面，对那些正常
课业学习吃紧、没有精力时间涉猎
奥赛或不喜欢奥赛的孩子，就不要
违背学生意志硬让他们报奥赛班。

选不选奥赛班因人而异

@冯勇：上不上奥赛班，要看孩
子自己对那些高深莫测的奥赛知识
有没有浓厚的兴趣，也要咨询孩子
的老师，分析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
这方面的天赋。很多地区取消了“奥
赛得奖可获保送资格”的政策，其实
这有点矫枉过正。从为国家最大限
度最优化选拔人才的角度来看，奥
赛为一些偏才怪才提供了一条通往
名校的途径。有这方面本事的孩子，
尽可以上奥赛班深造；没这特长的，
也别硬往这里挤。

普通学生就得踏踏实实

@黄伟民：事实证明奥赛班确
实能够挖掘出类拔萃的人才，像齐
同学这样连计算自己年龄都费劲的
学生，就得益于奥赛班的运行机制，
假如不被奥赛班选中，他恐怕早被
埋没了，就谈不上得奥赛摘牌、保送
清华了。有捷径没有人不想走。问题
是，不是所有人想走就能走。过高地
估计了自己孩子的能力，幻想把别
人的成功复制在自己孩子身上是不
切实际的。奥赛班、奥赛获奖加分都
可以有，偏才怪才可以通过参加奥
赛班被发现培养出来。不过对大多
数学生来说还是扎扎实实、一步一
个脚印地走好平常路吧。

奥奥赛赛班班
孩孩子子们们要要不不要要上上

让奥赛班回归本原

@王婷：奥赛班只是培养孩子
学习兴趣的一种辅导班，学生及家
长应该理智对待，既不要蜂拥而
上，也不要夸大它的负面作用。只
要孩子有兴趣，完全可以利用业余
时间参加，以培养良好的思维习
惯。而对于对奥赛不感兴趣的孩
子，家长也不要强求。因为当前“一
考定终身”的教育体制总体未变，
才造成了人们想依靠奥赛作为高
考敲门砖的急功近利思想。只有积
极探索更多有效考量学生综合能
力的机制和方法，让“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的高考体制有所改观，才
能让奥赛培训回归到培养学生兴
趣、开拓思维能力的出发点。

大学应该宽进严出

@崔屹：奥赛加分的争论实际
上是谁更有资格上大学的争论。在
我国，大学历来是严进宽出的，有
多少人入学，基本上就有多少人毕
业，这样卡口设在高考、严进宽出
的教育体制，让学生们在基础教育
阶段下耗尽了心血，而精力更充
沛、学习更该出彩的大学阶段，不
少学生却因为缺乏竞争而放松了
对自己的学习要求，造成了专业研
究不够，大学时光的虚度。我认为，
这是造成中西方高等教育质量差
距的原因之一，高考、高等教育改
革势在必行，大学宽进严出才是我
国未来大学教育的出路。

【崔屹】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崔
屹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得
杠子头津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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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刘曰章：奥赛获奖学生之所以被一
些大学开启保送通道录取，自然有积极“特殊”
的一面，特就特在大学有专门培养专才的条件
和能力。就前不久摘金的济南17岁奥数选手来
说，他就是一个“专”才。教育就是要因“材”施
教。对于喜欢某些学科、有潜力的学生就应进行
专业化培养，成绩好就该有专门的政策照顾。

二辩@付黎明：学习的事，适合自己孩子的
并且是孩子乐意学的，就是找对了路。奥赛培训
开发智力的作用毋庸置疑，只是这些年一些机
构的奥赛培训变了味儿，成为赚钱工具。奥赛培
训应从适合开始，达到开发智力的结果，让孩子
从中得到学习的乐趣，适可而止。

三辩@郭汉杰：孩子上不上奥赛班，如同其
他的特长生一样，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爱好和
特长去决定。国家在招生时对奥赛获奖的学生
给予优待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学生在这方面有
着优秀的潜质，国家在招生中对待其他方面的
优秀特长生也应该如此。

四辩@王平昌：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奥赛
班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有的知名学校包括初
中，数学考试就会考查奥数方面的知识点。因
此，有条件的学生可以选择奥赛培训班，也算是
一种历练，对其他学科也是有帮助的，能拓宽学
习思路、方法。能够在这种国际性赛制中获奖的
学生基本都是某一科特别好。通过选拔，给这样
的学生一次机会，可以让他们继续深造，对于高
校来说也能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

一辩@李洪嵩：作为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能
常规参加高考，并取得心仪的成绩，足矣。能参
加奥赛并取得好成绩的孩子，凤毛麟角。与其把
大量时间、精力花在奥赛班上，不如多出去走走，
增加些见识。参加奥赛班学习，如果抱着开发智
力的想法，不妨一试；反之，不如不上的好。

二辩@徐东：很多孩子面对奥赛班是被动
的学习，且出发点就是为了高考加分升学，如
此逼出的偏才不利于孩子未来成长发展。很多
名家的偏才，均以符合自身爱好为出发点，与
刻意无关。暑假应是放飞心情充分娱乐缓解疲
劳的时间，如果暑假仍让孩子报奥赛班，那么
孩子心理上定会备受压抑，带着压抑的心情开
始新的学期，学习生活只会事倍功半。

三辩@宿长学：对学生而言，过一个身心得
到拓展的暑假比扑在枯燥的奥赛班学习上来检
验自己到底有无特长要有意义。而学校掌握着众
多教育资源，就应当无差别地惠及所有学生。毕
竟，任何一个中学都是全民教育的基地，而不是
精英教育、特长教育基地。学校应该体现育人的
本色而放弃培养偏才、怪才的奥赛应试教育。

四辩@文昌牛：“奥赛”只是涉及到少数人
的“小事件”，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喜欢且有
这方面特长的学生，奥赛班便会成为他们发展
个人兴趣、探索科学奥秘的乐园。“奥赛班”应
回归到少数人的个体化学习方式上来，并使其
真正成为基于少数拔尖学生的兴趣、爱好、特
长的个性化教学与培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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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17岁男生获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被保送清华的消息，再次
引发大家对奥赛的关注。目前，很多地区取消了“奥赛得奖可获保送资格”的政策，
但奥赛获奖者在高考中可获20分加分，依然对一些考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有人
说一些学校把诸多精力放在奥赛特长班上是对其他学生的不公。而另一些人认
为，奥赛对在某些方面有特长的偏才类学生来说，是个好事。又到暑假时，奥赛培
训班孩子还要不要上，对此，剪友们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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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奥赛获奖者们的升学政策优惠依然存在，但能走上这条“捷径”的学生只是少数。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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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杠子头

奥赛班可培养“特长生” “奥赛”只涉及到少数人

孩子三年级，不上奥数班

@张颂华：虽然通过奥赛培训，
会养成某一方面的人才，但不能太
刻意。再说，有些奥赛题是钻死牛角
的怪题，在现实中很不实用。我儿子
现在正上三年级，前一阵学校进行
了一次奥数预选赛。他考得不错，学
校来通知，说是让我儿子参加校外
奥数班的学习，我就没答应，因为害
怕会担误其它课程学习。

报奥赛班，哪能跟风

@俞夏：现在很多中小学奥赛
班培训课程偏离了培养孩子创造性
思维的目标，侧重于偏题、怪题，或
者提前讲授一些高年级的知识，根
本不能帮助孩子开发智力，反而会遏
制孩子的创造力。我的一位朋友，从
其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给孩子
报奥数培训班，无奈孩子对奥数不感
兴趣，直到四五年级，数学成绩还是
很一般，钱不少花，却没收到很好的
效果。所以，报奥赛班，要根据孩子
的学习兴趣和特长来，不宜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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