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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近日，多地高考改革方案密集酝酿或出台，一些

省市调整英语等学科在高考中的分值比重，在网络上

引发“数学退出高考”之争，有七成网友反对数学继续

留在高考科目中。

部分教育界人士和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背后，

是现行大学录取招生“唯分数论”下，学习往往“不看

兴趣看分数”，数学题目甚至进入“偏、怪、难”的“奥数

怪圈”。

数学被妖魔化
高考“指挥棒”如何释放正效应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又称“万人计

划”）第一批入选名单近日正式发布。据新华社、《人

民日报》报道，该计划将用 10 年左右时间遴选支持 1

万名高层次人才，包括 100名“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

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

这一说法引发网友质疑：诺贝尔奖是可以冲击出

来的吗？对此，“万人计划”首批杰出人才入选者中国

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认为，诺贝尔奖不是冲击出来的，

希望社会对基础科学研究不要过于急功近利。

“遴选百人冲击诺奖”有没有实际意义？我持肯

定态度。只不过，这里用了一个刺激人心理且易被曲

解的“冲击”一词。其实，这个计划的意思谁都明白，

就是按照诺奖标准，这些人是目前我国离诺奖最近也

最有可能问鼎的佼佼者。

至于这一计划是否“急功近利”，恐怕也是各说各

理。事实上，如此做法，国际上也并非没有先例。单

说邻国日本，他们在 2000 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目标中，就明确今后 50年内要获得 30个诺贝尔奖，如

今日本已有 10 人获奖，花了 1/5 时间就完成了 1/3，

“功利”变成了事实。何况这“百人”还只是“有望”，还

没盲目自信到要定指标。

要说日本之所能成功，原因也很简单。

一个是科技高投入。2000 年，该国科研经费投

入为 1305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而科研经费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3%以上。可我们呢？按照

十二五规划，我国科研经费所占 GDP 比率也只从

1.8%增至 2.2%。即便如此，用于项目研究的也只有

40%。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成了部分科研

人员的“圈钱”法宝。

二一个与教育模式有关。这也是老生常谈。日

本教育有应试影子，但本质上还是走的素质教育路

子。基础阶段偏重于非文化教育，而研究生阶段则采

用导师制，由导师选拔学科特长生。这与诺贝尔奖注

重创新价值本质一致。但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在

应试教育泥淖里滚打，生产出的是大量不会思考，没

有创新，更不敢突破常规的做题机器。想成为研究

生，首先要过英语这一关。少数出类拔萃的，一毕业

又多出了国。学成回国的，按照中国留学生博物馆馆

长李克欣的介绍，也只有 13%，而就这可怜的数字里，

还有很多是逃离了科研的。

尖端科研人才来源地先天不足，人才储备匮乏，

科研队伍结构不合理，就很难形成科研梯队，这就是

“钱学森之问”。而雪上加霜的是，大学还普遍存在行

政化问题。当官场上那一套蹿入科研领地，“研而优

则仕”成为常态，在体制与机制上，不是给学者创造适

宜、宽松的学术环境反而总是骚扰，谁能静坐冷板凳，

一门心思搞科研？

诸多因素叠加，导致我国金字塔尖人才匮乏，也

出现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2年里有

8 次空缺的尴尬局面。而几十年来都与经济类的诺

奖无缘，对一个 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无论如何

都是很没面子的事。

不管诺奖评选掺杂何种因素，作为世界最有分量的

奖项，其意义是深远长久的，不仅提振国人自信，对一国

综合实力刺激提升也是难以估量的，莫言获奖引发阅读

海啸就是实证，这也是各国趋之若鹜的原因。吃不到葡

萄说葡萄酸是阿Q，但光眼馋而不去努力也没用。从根

本而言，诺奖羁绊不解决，怎么冲击都难乎其难，但“遴

选百人冲击诺奖”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思路，在目前

却未尝不是“最优选择”，它关乎努力而无关功利。

“遴选百人冲击诺奖”关乎努力无关功利

“破解高考制度弊端，高校自主招生、对有的

特 长 考 生 进 行 政 策 倾 斜 是 出 路 之 一 。”谷 力 说 ，

当 前 在 具 体 操 作 中 出 现 背 离 初 衷 的 现 象 ，演 变

为 提 前 掐 尖 、权 钱 交 易 、弄 虚 作 假 等 乱 象 ，关 键

在 于 我 国 缺 少“ 诚 信 体 系 ”等 教 育 改 革 的 配 套 制

度和环境。

专家认为，相关教育改革方案更要广泛征求社会

公众的意见，做到更加科学、合理，有利于释放高考

“指挥棒”的正面效应。

刚刚结束中高考改革方案意见征求的北京市教

委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已经收到了针对高考数学

改革方面的建议，下一步将会对所有征集到的社会意

见汇总，并依此对改革方案进行完善，正式方案将于

年内出台。 （据新华社）

——未来展望——
北京高考数学改革方案将于年内出台

在某门户网站上进行的这项投票有超过 16万网

友参与，74.7％的网友认为，数学不应该继续留在高

考科目中。不少网友直言，自己仅是“做题机器”，除

了在菜场买菜用到数学，生活中根本不会用到苦读了

13年的数学。

在同一调查中，也有约 4 万网友认为“学习数学

能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应该继续停留高中阶段的学

科教育中，占投票者的 25.3％。

——一线调查——
超七成网友支持数学退出高考

被誉为“人类思维的体操”的数学，为何被吐槽？

在专家看来，数学被“妖魔化”的背后，是中高考中数

学成为“拉分大户”，数学题目进入“偏、怪、难”的“奥

数怪圈”，也不注重应用性，学科教育异化成“填鸭式”

教育，以至学数学成为不少考生共同的“难忘经历”。

“现在孩子上五年级，每周都要去上补习班，不仅

孩子学得累，家长苦不堪言。”南京学生家长施建生

说，学数学当然有用，但现在学校大搞应试教育，数学

题越来越难，越来越偏，已经严重偏离了数学教育的

初衷。同时，高烧不退的“奥数热”也助长了全社会对

数学的厌烦情绪。

“吐槽数学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倒未必是真的完

全赞成高考取消数学。”南京一位中学数学老师说，近

年来，为了满足高校选拔卓越人才的要求，加之语文、

英语科目的区分度不高，高考数学题目的难度越来越

大，已经远远超过世界教育相同学段的平均水平。

记者了解到，国内中学数学的难度、中学生数学成

绩在“世界领先”，从 200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测试结果可见一斑。这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持

（OECD）、每三年评估一次的测试显示，在65个国家和

地区中，首次参加的上海15岁在校生，在阅读、数学和科

学全部三项评价中，均排首位。与此相对，美国学生的

数学成绩排名第30名，科学第20名，阅读第14名。

“学科教育出现了机器式、填鸭式的倾向，扼杀了

学习中本应该有的乐趣。”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

授殷飞也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负担过重是社会各

界对高考科目设置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难度大

之余，中学数学实用性不高也备受诟病。比如，在国

外中小学阶段往往有理财方面的教学活动，英国学生

中学阶段学习的 A－level 科目中也有单独的经济学

科目，对比中国中学教育则依然停留在为学数学而学

数学，并没有数学的应用性教育。

——妖魔化背后——
数学题目进入“偏、怪、难”的“奥数怪圈”

针对数学遭遇集体“吐槽”。部分教育界人士和

专家指出，数学遭遇“妖魔化”的背后，是学科在教学

体系中的“地位”和其在高考中的不同分值挂钩，由此

带来教育模式的异化。

“表面上是不满具体科目，实际上是不满‘一考定

终身’‘一把尺子量万人”的现行高考选拔制度。”南京

中小学生学习力研训中心主任谷力博士说。

事实上，一些地方正试图调整考试科目和各科分

数比例。在数学遭遇吐槽之前，多地的高考改革方案

中对英语科目的调整也备受争议。比如，北京高考的

新方案规定，2016 年起高考语文从 150 分上调到 180

分，英语从 150 分下调到 100 分。而从 2014 年起，山

东高考不再考英语等外语听力。

“无论是降低英语分值还是不再考听力或者是不

再考数学，都只能导致该科目在学校的‘学习食物链’

中的重要性下降，资源和时间向‘地位重要、分值高’

的其他学科倾斜。”教育专家熊丙奇表示，在“唯分数

论”、招生和考试合一的高考选拔制度下，让教育注重

培养创造能力、学生“减负”等目标依然遥遥无期。

专家认为，纠正学科教育异化、让教育回归本位，

体现创造的导向，不仅要做好高考科目改革的“小手

术”，更要启动更大范围的综合改革和配套改革。

熊丙奇表示，高考科目的改革最终离不开现行

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深度改革。应学习国外的大

学招生经验，实行考试与招生分离的制度，确立合

理的评价体系，将教育从功利主义的泥淖中脱离出

来，全方位深度进行以录取体制为核心的学生评价

体系改革。

——专家观点——
应启动更大范围的综合改革和配套改革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也认为，造成学

习重心偏移、学生负担过重的，是由高考引发的应试

教育之风，需要改变单一用分数衡量学生的评价体

系，和单纯用考试选拔人才的选才方式。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说它只能用来数钱

就是个伪问题。让数学滚出考试界最多只是句气话，

可千万不能真的这么想，这对数学君本身也不公平。

学习数学是对人思维方式的一种基本训练，是一种思

维模式的养成，对一个人未来发展起着虽不明显却极

其重要的作用。但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有这样的感

觉呢？那是因为中国的数学教育体制出现了问题，与

数学本身无关。

说白了，让大家讨厌数学君，让数学君落入“世人

皆欲杀”窘境的其实也只有一个字，难。咱们幼儿园

学着人家国外初中的数学课程，小学学着人家高中的

数学课程，初中学着人家大学的数学课程，高中学着

人家与数学无关专业这辈子都不会学的课程。每年

奥数大赛，获奖的清一色的中国娃娃，不是中国人太

聪明，而是太笨，别的国家没这么祸害自己孩子的。

数学很重要但也确实很难，中国数学教育的目的

应该是引导而不是把人难倒。每年高考数学的最后

一道题，全国都没几个人答得出来，这还有什么意

义？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不能让所有人都成为科学

家，成为科学家的终究只是少数人，但需要让每个人

都掌握科学家的思维方法。让大多数人学会思维方

法，让少数对数学有兴趣，有天赋的同学打开通往未

来的大门，这才应该是我们数学教育的真正目的。

伴着高考英语改革的开始，有理由相信新一轮的

高考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我们希望在客观实际、循

序渐进的前提下，数学也能摆脱如今被妖魔化的命

运，回归简单的知识本身，不再简简单单的成为应试

教育的工具。我们也衷心希望数学君洗白的那一天

早日到来。至于那些盼望着数学君滚出考试界的童

鞋，还是洗洗睡吧。 （孟祥涛）

——一家之言——
对数学改革不能意气用事

日前，在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奥林匹克”

“挑战杯”大赛中，盐城工学院的参赛作品《全自动快速

脱缆装置》荣获一等奖和全国仅 20 所高校所获的“交

叉创新一等奖”。一个地方普通工科院校凭什么能够

在同类院校中脱颖而出？创新团队又靠什么在强者林

立中问鼎挑战？

作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

校，盐城工学院将“卓越人才”培养的理念融入工程教

育全过程，改革理论和实践教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营造创新文化氛围，为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构建了立

体成长空间，在学生中催生了一批科技创新先锋和科

技创新竞赛大奖。

累积创新“厚土”
在学生个人和团队科技创新的背后，体现着学校高

层对“回归大学本位，致力培养卓越人才”的深刻思考。

学校把实践教学提升到是否能够培养具有实践能力

和创新精神人才的高度来予以加强。在人才培养方案制

订中明确要求实践教学学分不得低于总学分的30%，突

出实践育人，强化课程、专业、产业三个层次面的实践训

练，构建开放性多层次阶梯式的实践教学体系。这一全

新工程教学体系成为应用型创新人才根植的“厚土”。

获奖作品指导老师、机械优集工程学院院长周海

教授说，由于考研只考理论，不考实验，一些普通本科

院校在追求考研率中，重视理论，忽视实验。在他看

来，比起研究型大学来，作为普通地方工科院校，学生

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而实验能力

和创新能力恰恰是工科学生基本功里最重要的部分。

为了让学生能够迅速拥有“核心竞争力”，盐城工学

院每年都支持300多个校级创新项目，学生的作品如果

在一年后验收通过，不但能够获得少则几千元、多则上

万元的资助，还能够计两个学分。如果项目做得好，学

校还会给予持续的资金支持。每个学院都设有专门的

学生创新实验室，对所有学生开放。此外，学校通过学

生技能拓展创新活动学分、指导老师的工作量认定，评

优的激励措施，为学生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保障。

搭建实战“舞台”
如果说全新工程教学体系是蕴育创新种子的“厚

土”，那么校内外的科技创新大赛则是大学生科技创新

个人和团队施展拳脚的演练场和实战地。

2011 年，第十三届“挑战杯”创新团队的成员到盐

城市大丰港一个码头参观时，注意到在船舶离开时，码

头工人都要不断重复把缆绳取下的动作，劳动强度大、

耗时长，能不能把这样一个动作自动化？回校后，机械

优集学院学生会主席吴欢欢牵头申报了这个科技创新

项目。像这样来自生产一线和企业需求的创新实践项

目还有很多。

“创新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创新也不是科学家的专

利，每一个愿意思考的人都可以创新。”机械优集学院

冯欢同学说。他是“挑战杯”团队中的一员，入校不久

的他就投入了科技创新活动，大一下学期就参加了第

四届江苏省机械设计创新大赛，作品“空气自动抛球

器”获得了三等奖。大二上学期，他的作品“捕鱼抛网

器”荣获校机械设计创新一等奖。在盐城工学院有许

多像冯欢这样的科技创新先锋从校赛、省赛走向国赛。

今年学校已开展和将开展的校级学科竞赛近 80

项，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近 40 项，投入资金近百万元。

学校又在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中投入 44万，其中

国家级项目 22项、省级项目 45项、校级项目 73项。

营造文化氛围
创新文化理应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题中之意。为

此，盐城工学院还格外注重营造科技创新氛围，发挥科

技创新文化的辐射作用。除了搭建实战舞台，盐城工

学院团委还在激励更多的同学参与科技创新上下功

夫，团委每年的“三节两杯一坛”成为营造科技创新文

化氛围的重要途径。“三节”指的是校园科技文化艺术

节、专业文化节、社团文化节，“两杯”指的是“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挑战杯”创业计划竞

赛，“一坛”是五四讲坛。

从 2008年开始创办的专业文化节开展以来，学校

共培育支持了 300 多个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而这项

活动也得到了二级学院党政领导和专业教师的肯定和

支持，在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能够让交叉学科的学生实现协同创新，团委

一直致力于为不同专业的学生合作项目“牵线搭桥”。

如果学生的项目想找外专业的学生合作，校团委就通

过二级学院分团委，征集合适的学生进入团队。此次

“挑战杯”团队成员就来自三个学院四个专业。

浓厚的创新氛围催生了一批批科技创新先锋和科

技创新竞赛大奖，其中有首届“亚龙杯”全国大学生智

能建筑工程实践技能竞赛中获特等奖、15 届中国时装

设计新人奖、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和“交叉创新一等奖”……

这些科技创新先锋和科技创新竞赛大奖在校园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引领了一大批学生走上科技创新之路。

（通讯员 刘咏）

这里播撒着科技创新的种子
——盐城工学院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纪实

■图片故事

11月1日，青海大通县园林小学学生在机器人课
堂操纵机器人。

青海大通县园林小学实践“快乐学习、幸福成长”
教育理念，专门为学生开设快乐大课间、机器人教室、
快乐课堂等主题活动，让孩子们体验到丰富的校园文
化生活。据了解，青海省开展“快乐学习、幸福成长”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已有近一年时间，得到越来越多师生
的认可。 新华社记者 吴刚摄

快乐学习 幸福成长

11月 2日，木渎友好学校的学生在苏州科技学院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老师的指导下开展化学实验。

当日，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友好学校九年级的45名
外来工子弟，来到苏州科技学院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实
验室体验化学实验。木渎友好学校是一所外来工子弟
学校，由于办学条件有限，无法进行化学实验课。2011
年10月，苏州科技学院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得知这一
情况后，与该校联系结对，定期为他们开放实验室、提供
实验器材，开展化学实验。 新华社发（李俊锋摄）

外来工子弟进大学校园做实验

10月 31 日，河北大城县一中教师吕中二在演示
自己和三个学生共同研制的教具“简易精密水平仪”。

2007年1月，河北大城县成立自制教具兴趣小组。
大城县自制教具精品迭出，目前共获得全国、省、市级荣
誉近300项，其中“流体黑箱系列”和“简易精密水平仪”
曾获全国性评比一等奖。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河北大城：教师自制教具屡获奖

11月2日，自考毕业生在用人单位招聘摊位前应聘。
当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举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毕业生专场公益招聘会等活动，纪念该省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制度建立30周年。江苏自学考试开考30年来，
报考人数累计达到2000万人次，已有68万多人取得毕
业证书。

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江苏举办招聘会 纪念自考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