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0 Vol. 3 No. 02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基础教育视角下奥数教育的未来方向
王　茜　高　丽

（延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奥数教育正处于“废存”的风口浪尖，其对教学模式

的更新、教学效率的提高带来机遇，同时也使传统教学的教育价值、

教育者角色定位、教学内容结构上面临挑战。对此需要以辩证主

义的哲学理论为根基，寻求日常教学中奥数能力的培养的合理性，

探讨奥数教材的整合、管理评价体系的建立、人员专业化的培训，

为传统课堂的奥数教学的实施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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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首次参加奥赛，只作为选拔奥赛选手

和天赋异禀儿童的一种方式，然而，奥数的教育价值在众多功利

主义追逐的背后发生了演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奥数教

育偏离其本质而导致的尴尬处境？又该如何正确认识其教育价值，

把握好奥数教育未来的发展道路呢？

一、奥数教育价值湮没的原因探析

（一）奥数教育价值的功利化取向

奥数教育属于较高层次的基础教育，虽然内容超前较难，面

向对象主要为中上水平学生，但只是提高了教育层次，并未脱离

基础教育的范畴。然而，这种特性却被功利性的当做追求其教育

价值的工具。同时，由于取消升学考试而引发的择校热现象，奥

数的选拔功能无疑成了学生和家长“择校大战”中的利器，无形

中扭曲异化了其作为基础教育的本质。

（二）混淆了奥数教育的价值、功能和目的三者关系

奥数教育是一种英才教育，相比普通数学教育的培养功能，

还具备选拔功能和发展功能，所具备的特有教育功能只说明可能

存在潜在的教育价值，并不是绝对的，而特有教育功能会在不同

条件的培养下产生不同教育价值，例如正价值会培养创造性思维、

负价值会挫伤学生自信心等 .

奥数教育反映主体教育需要、传达着一定的教育价值，并且

反映奥数教育的客观规律，即教育目的是教育价值符合教育规律

的表达，需要满足这种教育活动规律，才能显现奥数的教育价值。

二、如何正确认识奥数教育价值

（一）辩证地看待奥数教育的正、负价值

入学考试的取消直接成奥数热的催化剂，学生家长潜意识对奥

数成绩的偏差理解以及功利性的狂热追逐，直接推动奥数经济市场

快速扩张，奥数市场的火热反作用于人们基于对奥数功能价值理解

的偏差上，走向扭曲的发展道路。一棍子打死的否定奥数教育无疑

是违背了对优秀学生的因材施教，如此尴尬的境遇没有得到理性成

熟的对待，未免凸显了解决问题时的智慧穷尽和思维简单化了。

（二）响应素质教育目标的号召

奥数知识是以基础数学为底子，对其内容进行高度总结抽象，

重难点内容模块化的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不仅传授独

特的解题思路方法，还注重对学生创造性、探索性思维和习惯的

培养，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个性，与基础教育培养智力、能力的基

础教育目标相呼应。

（三）成为输送高精尖科技人才“活的源泉”

在匈牙利历届奥赛中，涌现出的“大家”们——费叶、冯·卡曼、

寇尼希、哈尔、黎茨、舍费、波利亚等数学界的领舞者们，同样，

我国数学的发展也需要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而数学教育的改革，

直接关系到数学界科技人才的培养。

三、奥数教育的未来方向

（一）整合奥数教材，深度、广度与基础数学教材相衔接

目前市场的奥数教材版本众多，内容杂乱抽象，题目繁难偏旧，

甚至与学生所学内容脱节，不符合学生身心发展及认知规律，不

适合作为普及化奥数教材。应设置与校内基础教材紧密衔接，分

模块、有梯度、深层次、逻辑性更强的奥数知识体系，题目趣味性，

解题多元化，注重训练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等。

（二）建立校内奥数标准化教学管理体系

校外奥数市场火热，屡禁不止，侧面反映当下社会迅速发展，

家长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高需求，若用学校正规办学取缔校外

不正规不科学的、具有营利性质的奥数培训机构，也能将奥数教

育未来发展引上正途。在学校内建立初等到高等教育的奥数培养

体系，标准规范的管理模式。

（三）对人员的专业化培训

目前社会上，奥数教育活动主要在个人或团体开办的辅导班，

所聘请的老师“来路不明”，大多数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

不具备专业的教育教学理论，很多没有领悟到奥数精神，一昧讲

授解题技巧等。

（四）建立健全监督评价体系

评价监督体系是检验环节，是效力的保障，是改进完善后续

活动开展的参考依据。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管理人员的合理

评价监督，不仅会调动积极性而且便于改进不足，对学校、学生、

家长社会产生更透明化的教育效果，使得奥数更容易被接受认可。

四、结语

英国数学家怀特海曾说过，数学的理解问题将会是今后两千

年，人类思想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

追求更高层次的数学地理解问题时，则可以将其视为公民的科学

文化素质、精神文明和物质建设的战略目标，同时，数学的理解

问题是一种以数学的眼光理解和解决问题的理念，意识中渗透着

数学精神，反映着人类思想的高境界，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达。

奥数未来最好的走向是作为数学教育的新分支，基础教育的补充

完善。奥数作为一种普及教育、素质教育，只要把握好它扬帆的

航向，必将会使得我国的教育事业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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