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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的培养

—
学校

、

家庭和 社会 对竞赛选手 的教育

陶晓永

北京教育学院

刘彭芝
中 国 人民大学附中

查子秀
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我 国 的 数学 竞赛始 于 年
,

但 直 到  ! 年我 国数 学优 秀

学 生 才首次 参加 国 际数 学 奥林 匹 克竞赛
。

研 究 的 主 要结 果表

明 我 国 数学 奥林匹 克竟 赛选 手 写 出 自省 市 重 点 中 学
,

在超 常

实 验班 学 习 过 写 的选 手数 学 才能 的 发展受 教 师 或父母 的 影响最
大 的 家 长希 望 孩子上重 查

、

大 学 的 家长在小 学阶段仔细检

查 孩子 的 试卷
,

但 是 其 中也有 的 家长从 不辅 导数 学 作 业 的

家长 买 书 作 为礼物送给孩子并 鼓励 多 去书 店 浏 览 选 手 与 父母一致认
为 参加数 学 奥林 匹 克竞 赛 的 经历 对 于 帮助 学 生认识和发展 自 己 的 才

能及取得现 有 成绩起 了 关键作 用
。

本文 并 对我 国数 学 奥林 匹克竟赛取

得成功 的 原 因 进行 了讨论
。

关键词 奥林匹 克
‘

超 常 重点

一 前 言 结经验
,

并向 国外学习
,

以便造就更多有数

我国大陆 的数学竞赛始于 年
,

这 学才能的青少年
。

为此
,

我们参加 了美国
、

一活动几经波折
,

直至  年才第一次举 中 国大陆和 台湾及 日本的关于数学奥林匹

办全国性的中学生数学竟赛
,

年我 国 克竞赛选手的跨文化研究
。

本报告仅仅是

首 次参 加 国 际数学奥林 匹克竞 赛 简 称 这项研究中
,

我 国大陆有关家庭
、

学校和社

仅获得一块铜牌
。

十多年来
,

数学竟 会对选手培养教育方面的调查结果
。

赛逐渐发展成为规模最大
、

影响 最大的全 二 方 法

国学科竞赛项 目
,

涌 现出数以千计的优秀 一 研究对象

选手
,

在第 届至第 届 赛场上 中 研究对象是我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

国 代表 队捷报频 传
,

已 累计获得金牌 克竞赛 选手 名
,

参加 中国数学奥

块
、

银牌 巧 块
、

铜牌 块
,

并取得四届 团体 林 匹克暨 全 国 中学 生数学 冬令营 简称

总分第一
、

三届总分第二
,

享誉 国 内外
。

竟赛选手 名
,

总共 名选手
。

但是
,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我 国毕竟 选手来 自我国各省市的情况

是新生事物
,

应该深入研究其规律
,

认真总

表 选手来 自各省市的人数
省省

、

市
、

自治 区区 匕京京 湖南南 黑龙江江 湖 匕匕 河咧咧四 川川天州州广东东
」」

浙江江 山西西 新疆疆 共计计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上为
、、、、、、

人人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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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来 自华」匕
、

东 匕
、

西 匕
、

华东
、

华中
、

华南及西南七大行政区
。

选手的获奖情况

表

等级
人次

选手获奖等级和人次

金牌 银牌 铜牌 奖

选手的近况

图 选手  年 月 的状况 图 选手  年 月的状况

二 研究方法 生
,

又有普通中学的学生 其中包含 名连

采用 的 是由 美国 教授编 续两届获 金牌的罗炜和王裕
,

也包含

制的数学奥林 匹克选手及家长问卷
,

对确 中 国第一次夺取 团体总分冠军的蒋

定的选手及家长进行逐个调查
。

步星和颜华菲 女
。

在选定研究对象时
,

依据中国数学会 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
,

共汇集选手问

奥林匹克委员会关于 及 选手 卷 份
,

家长问卷 份
。

再将其中 套

追踪调查的资料
,

以北京为基地
,

从我国大 完整的问卷
,

输入计算机处理
,

得到每项的

陆 名 选手中确定 了 名有代表 统计数据
。

最后对统计数据进行深入的分

性的选手
,

他们覆盖七大行政区 有的来自 析和讨论
。

大城市
,

有的来 自县城 既有重点 中学的学

三 结果和分析

表 父母职业及文化程度的百分数

耀耀议
三 人人 农 民民 知识分子子 大学毕业业 高中毕业业 初中以下下

一一一方方双方方一方方双方方 一方方 双方方 一方方 双方方 一方方 双方方 一方方 双方方

名 选手手
。 。

名 选手手
。 。 。 。 。

 
。 。

一 家庭对选手的教育方面

父母的职业及文化程度

从表 中可 以看到
,

选手大多 出 生在

知识分子家庭
,

父母至少一方文化水平比

较高
。

在调查中还了解到
,

在 名 选

手中
,

有 人的父
、

母是教 师
,

人 父母是

科研人员
,

人母亲是统计师 其中两枚金

牌获得者罗炜的父 亲研究 生毕业
、

大学教

师
,

其母亲高中毕业
,

工人
。

王裕的父亲初

中程度
、

工人
,

其母亲高中毕业
、

统计师
。

选手的家庭环境

调查研究表明
,

我国大陆数学奥林匹

克竞赛选手 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生

活在一起
,

除 名选手的母亲因病去世外
,

选手均为双亲家庭
,

的家庭和 睦亲

切
,

的家庭藏书在 本以上
。



我国数学奥林匹克选 手的培养 学校
、

家庭 和社 会对竞赛选手的教育 陶晓永等

家庭对选手的期望和 帮助 选手在小学阶段

百分数

⋯⋯⋯⋯⋯⋯⋯⋯⋯⋯⋯⋯⋯⋯⋯⋯⋯⋯⋯⋯⋯⋯⋯⋯⋯⋯⋯⋯⋯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从不规定看视的电时间在需要帮助时家雇庭师教辅导数学业家庭作作业不懂时才辅导孩子经常检查试卷错误的中学上前询学问用习品孩子准备为阅读材料让多去书店浏览经常检查学习绩成经常鼓励学习期待重上大点学

图 家长对选手的期待和 帮助

家庭对选手数学才能的影响

表 影响数学才能发展诸因素的比较

内内容容 对选手影响最大的人人人 影响数学才能发展的重要因素素

父父父母母 教师师 本 人人 无无无 父亲亲 母亲亲 亲戚戚 家里有许多书书 数学老师好好 数学竞赛赛

百百分数数
。

 

口口
。 。

从以上数据可 以看到
,

教师家长和环境气氛对我 国大陆数学奥林匹克选手的发展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二 学校与社会对选手的教育方面

输送选手的学校

表 选手来 自皿点 中学和数学实验班的调查

箭卿黔钟鲁叫狮嘿挚夔卿粤黔丝
调查结果表明

,

选手大都来 自省市重 自大学附中的 占
,

说明大学的附中

点 中学
,

其中不乏全国著名学校
,

这些名校 在培养数学奥林匹克选手方面有相对的优

十分重视教育改革
,

试力
、

了 各种形式的特 势
。

长班
,

对资优学生给予特殊教育
。

从调查对 多种形式的超常教育

象 名选手看
,

来 自大学附中的 占一半 国家教委理科 数学 实验班

从我国大陆全部 名 选手统计
,

来 在调查对象 名选手中
,

有 名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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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家教委理科 数学 实验班的学 习
。

国 家教委高 中理科 数学 实验班 创力
、

于

年 月
,

其宗 旨是为 了探索对在 自

然科学方面表现出智力优秀的学生进行教

育培养 的方法与规律
,

为高等院校理工科

输送高水平的 中学毕业生
,

并努力 争取培

养能代表我国参加 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

克竞赛的选手
。

前三届数学实验班分别 由

北京师大实验 中学和清华大学附中承办
,

学制是一年半
,

实验班的学生是由全 国高

二部分推荐学生 中
,

经过专业考试和综合

考试择优录取的 前三届 实验班共有

名毕业生
,

全部被保送进大学深造
,

并为我

国参加 输送了 名选手
,

共获 枚

金牌和 枚铜牌
。

人 民大学附中的
“

校中校
”

—
华

罗庚数学学校

华罗庚数学学校 简称
“

华校
”

是 由中

国科技大学
、

中国科学院华罗庚实验室和

人大附中联合创力
、

的
。 “

华校
”

分小学部 业

余培训 和初中部
,

每个年级有一个
“

华校
”

班
。 “

华校
”力

、

学 目的是选拨
、

鉴别与培养超

常儿童
,

以数学为带头学科
,

与其它学科并

进
。 “

华校
”

师资除从人大附中选派优秀适

宜的教师外
,

还配有兼职教师
。 “

华校
”

除完

成国家规定教材外
,

还有 自编教材 含 小

学
、

初中
、

高中共 个年级
。

人大附 中近年来在国际
、

国 内数学竞

赛中获奖者均为
“

华校
”

学生
,

并且获奖百

分比在 匕京市 所中学高居校首

表

年份

人大附中获奖总数 枚

北京市 获奖 总数 枚

百分比

数学单科竞赛获奖情况及百分比

年 年 年

 

年

 

 
!

∀ # # ∃ 年}1993 年}1994 年
42

151 斋+
甲

杀
27.8%125.3%】20 .2 %

3
.
金字塔式的竞赛和选拔体系

我 国大陆 已形成完整的数学奥林匹克

竞赛组织 系统
,

中 国数学会普 及工作委员

会负责全国数学联赛和科普活动
,

中 国数

学会奥林 匹克委员会负责 C M O 的选拔
、

国家代表队的培养和对外联系
。

⋯ 国家队 ⋯
—

一

—谭——
.

6人 { 入选

国国家集训 队队

中中国数学会组织全国数学联赛赛

省省市数学会组织传统数学竞赛赛

每年l月举行
,

模拟1碱形式
,

1

00 人参加

高中每年10 月举行
,

5 万人参加
,

初中每年4月举行
,

10 万人参加

数学奥林匹克学校等
,

每年全国有几十万中学生参加

优胜者 ⋯ 推荐

各基层学校的培训和数学竟赛
.

数学特长班
、

数学兴趣小组等
,

每年全国上千万学生参加

图 4 金字塔式的竞赛和选拔体系
4
.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等级教练员



我国数学 奥林匹克选手的培养 学校
、

家庭和社会对竟赛选手的教育/陶晓永等

表 7

级别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教练员的级别和人数
高级教练员 ⋯”

.’
一级教练员

二级教练 员

全国总人数 1500 20000

1988 年起中 国数学会决定 实行等级

教练员制度
,

每年举办教练员培训班
。

我们

的研究对象 36 名选手
,

每人身后都有高级

教练员的长期指导
,

并且每人至少听过不

少于 3o 位高级教练员的讲座和辅导
。

这些

名师的存在是我 国大陆数学奥林匹克选手

不断涌现的稳定 因素
。

四 讨 论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研究
,

可

以看出 中国大陆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

之所以不断涌现
、

成绩显著
,

不能否认一个

人 口大国有着其他国家无法 比拟的丰富人

才资源
,

而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外界环境对

选手们的影响
,

特别是家庭
、

学校和社会的

教育
。

( 一) 良好的家庭环境和 启蒙教育是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顺利发展的基础

家庭的环境
、

父母的言行
、

素质和教育

方法对孩子的个性特点有重要的影响
,

这

些影响有的是有 目的的教育
,

有的是无意

识的潜移默化
。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的

成长也不例外
。

研究结果表明
,

中国大陆奥林匹克竞

赛选手 88
.8% 父母至少一方是知识分子

,

其中 “
.7 % 父母至少一方有大学学历

。

由

于父母文化水平较高
,

爱读书
、

有理想
、

事

业有成
,

因而无形中成 了孩子效法和追求

的榜样
,

这就诱导儿童升学志向和成就动

机的发展
,

并逐渐内化为 自己的行动体系
。

同时父母 100% 期望选手能上重点大学
、

献身科学
,

而且从小严格要求
、

督促检查
,

教育方法得当
,

其中不乏教师 (12 名 IM O

选手的家长竟有 58
.3% 是教师 )

,

所以使

选手们智力发展超常
,

6 7. 6 写的选手在 1o

岁前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
,

7 3

.

5
% 的选手

在 14 岁前数学才能有较明显的表现
,

在高

中毕业前 100% 进入应届毕业生全国数学

竞赛 100 名行列
。

由此说明
,

良好的家庭教

养环境
、

和谐 民主的气氛有利于健康个性
的形成

,

也是数学竞赛选手今后发展的基

础
。

( 二) 学校对数学素质教育的认识是

造就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的关键

人才培养
,

教育为本
。

当今世界风云变

幻
,

国 际竞争 日趋激 烈
,

科学技术发展迅

速
。

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
、

综合国力竞争
,

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

争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谁掌握了面向 21 世

纪的教育
,

谁就能在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中

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

数学是中小学的一门

主要课程
,

在人的素质教育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

我国大陆的教育界
、

数学界的专家认

为
:
中学各科的竟赛中数学竞赛尤其重要

,

因 为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
,

不

仅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离不开数学
,

而且社会科学
、

人文科学都离不开数学
。

任

何一门学科
,

一旦与数学相结合
,

就说明这
门学科正在 日臻成熟和完善

。

另一方面
,

撇

开具体的数学内容
,

从数学思维方法来说
,

抽象思维能力
、

逻辑思维能力 以及空间想

象力等方面的训练好与否
,

是衡量一个人

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
。

因此
,

开展中学生数学竞赛
,

对资优学生及有特

长学生施以特殊教育
,

对于推动中学的数

学教学改革
,

提高青少年的数学素质
,

从而

为各门学科培养优秀人才
,

为提高全民的

素质
,

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

我 国有 12 亿人 口
,

国力 有限
,

教育投

入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是长期存在的矛盾
,

普及九年制义 务教育的任务很艰巨
,

但同

时要从各地实际出发
,

力
、

好一些实验中学

或小学
,

为那些品学兼优
、

有条件并愿意升

学的学生创造深造的机会
,

使基础教育的

质量不断提高
,

多出人才
,

早出 人才
。

从中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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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到地方
、

从大学到 中学 (甚 至小学 )都试 19 90 年 中 国成功地举力
、

了第 31 届 国

办 了少年班
、

超常实验班等多种教育改革 际数学奥林匹克(I M O )
,

这标志着中 国 的

的形式
,

从而造就出 一批批数学英才
。

数学竞赛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第一
,

( 三)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的成长 中国再次获得 团体总分第一
,

说明 中 国金

离不开教师的辛勤培育 字塔式的各级竞赛和选拔体系及奥林匹克

一支由 中学教师
、

大学教师和科研工 数学学校和集中培训系统是完善的
。

第二
,

作者
“

三结合
”
的教练队伍

,

互相配合
,

互相 中国数学家对 35 个国家提供的 100 多个

促进
,

发挥各 自的特长
,

这是数学奥林匹克 试题
,

进行 了简化与改进
,

从 中推荐出 28

竞赛在我国获得成功的突出原因之一
。

个问题供各国领队挑选
,

结果被选 中 5 题

以首都北京为例
,

由于它独特的科学 (共需 6 题)
,

这说明 中国竞赛数学的水平

文化优势
,

有中国科学院数学所
、

应用数学 是相当高的
。

第三
,

各国学生的试卷先由各

所
、

系统科学所为依托
,

有北京大学
、

清华 国领队批改
,

然后 由东道主国家组织协调

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首都师范大学 为后 认可
。

中 国组织了近 50 位数学家任协调

盾
,

有北大附中
、

人大附中
、

四中
、

实验中学 员
,

评分准确
、

公平
,

提前半天完成协调任

为基地
,

形成了 良好的 数学竞赛选
~
毛培训 务

,

说明 中 国的数学有相 当的实力
。

第四
,

体系
。

特别是中学教师既要加强课内外数 这是首次在亚洲举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

学教学的结合
,

旨在打好基础
,

又要发现和 中国的出色成绩鼓舞了发展中国家
,

特别

指导数学特长生
,

这些基层教师的工作最 是亚洲国家
。

第五
,

这次竞赛的组织工作也

辛苦
,

他们往往是中学数学学科带头人
,

又 是相当不错的
,

受到与会国的好评
。

具有初等数论
、

初等几何
、

高等代数
、

组合 1992 年
、

1 9 9 3 年在第 33 、

3 4 届 IM O

基础的数学功底
,

既抓面向全体学生的普 中 国代表队又连续夺得总分第一名
,

并连

及
,

又抓特长生 的提高
,

他们热爱教育
、

无 续两年全队 6 名选手人人金牌
,

首于 IM O

私奉献的高尚 品德是学生的榜样
,

从而产 之先河
,

再次巩固 了 中 国在国际数学奥林

生着极大的名师效应
,

从他们 的弟子中不 匹克中的强国地位
。

断涌现出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优秀选手
。

在 IM O 取得优异成绩之后
,

在我国 出

在被调查的 16 名北京选手中
,

集中来 自三 现了全社会关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活动的

所学校
,

其中人民大学附中 7 人
,

北京大学 大气候
。

中 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及时

附中 6 人
,

北京 22 中 3 人
,

人大附中有以 引导数学竟赛活动
,

正确处理课 内与课外

高级教练员刘彭芝副校长 为核心的教师群 的关系
、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

面向全体与培

体是造就大面积丰收的保证
;J匕大附中拥 养尖子的关系

,

使我 国的数学竞赛活动更

有陈剑 刚
、

周沛耕
、

孙曾彪
、

董世奎等多位 加健康发展
。

今年 7 月
,

中 国代表队在第

高级教练 员
,

具有培养拔尖学生 的丰富经 36 届 IM O 又夺得总分第一名
,

为祖 国争

验
;
北京 22 中是一所非重点 中学

,

但是有 了光
,

为中华 民族争了气
。

一名德高望众的特级教师
、

高级教练员孙 (五 ) 对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要继

维刚
。

续教育和培养
(四 ) 我国数学竞赛活动的健康发展 对于数学奥林 匹克竞赛选手

,

一方面

是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层出不穷的沃土 要充分肯定优胜者的成绩并加以鼓励
。

另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摸索和 实践检验
,

一方面也要告戒优胜者
,

要成 为一个数学

我 国数学竞赛活动取得 了较丰富的经验
,

家或其它科学专家
,

还须经过长期不懈的

形成了 一整套相对稳定又不断更新的 系统 努 力
。

应该为数学竞赛的优胜者创造较好

做法
。

的深造机会
,

使他们迅速成长
。

我国大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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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学奥林匹克选手的培养 一一学校
、

家庭和社会对竞赛选手的教育/陶晓永等

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在进入大学后几乎没 掌握上条件很差
,

这些问题有待解决
。

有得到特殊的教育计划
,

在计算机知识的

今 考 文 献 版社
,

1 9 9 4 年 7 月
。

1

.

王元
:
《数学竟赛之我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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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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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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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匹克数学教学概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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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至 19 9 5

, “

中国超

A S t u d y o f T r a in in g M
a th O ly m P ia n s

—
TheroleofSehool, F

a
m i l y

a n
d S

o
i

c e
t y

T

ao

s
i

a o
y

o n
g

Be

i
i

i
n

g I
n s t i t u t e o

f E d
u e a t i

o n

A b
s

t
r a C

t

T h
o u

g h
s t a r t e

d i
n

1 9 5 6
, n o s

i g
n

i f i
e a n t a e

h i
e v e

一
e n t s n e v e r

d i d
a n

y
e o a c

h i
n
g

.

9 2
%

o
f

t
h
e

p
a r e n t s

m
e n t s

w
e r e

g
a
i
n e

d b y C h i
n a

i
n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b

o u
g h

t
b
o o

k
s a s

g i f
t s

f
o r t

h
e
i
r e

h i l d
r e n t o s t

i m

-

M

a t
h O l

y
m p i

e
( I M O )

u n t i l 1 9 8 5

.

T h
e

m
a
i
n r e

一
u
l
a t e a n

d
e n e o u r a

g
e t

h
e
m

.

t o
h
u n t

f
o r

m
o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
9 0

% O l y m P
a
i
n s c a

m
e

f
r o

m b
o o

k
s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i
r s t u

d i
e s

.

O l y m p
a
i
n s a n

d

t
h

e
k
e
y

s e
h

o o
l
s o

f
u r

b
a n ;

5 0
% h

a v e s t u
d i

e
d

t
h
e
i
r

p
a r e n t s a

l l h
a
d

t
h

e s a
m

e v
i
e
w

t
h
a t p

a r t i
e
i

-

i
n s

p
e e

i
a
l

e
l
a s s e s o

f f
e r e

d f
o r

g i f
t e

d
s t u

d
e n t s ;

p
a t i

n
g i

n t
h

e
I
M O

n o t o n
l
y

l
e
d

t
h
e
m

t o
l
e a r n

-

9 5
% w

e r e
g
r e a t

l y i
n
f l

u e n e e
d b y t

h
e
i
r

p
a r e n t s

i
n
g m

o r e
b
u t a

l
s o

p
r o v

i d
e
d

t
h

e
m w i t h

o
p p

o r t u
-

a n
d

t e a e
h

e r s
.

1 0 0
%

o
f

t
h

e
P
a r e n t s e x

p
e e t e

d
n

i t i
e s t o

f i
n

d
a n

d d
e v e

l
o
P t

h
e
i
r t a

l
e n t i

n
m

a t
h

.

t
h

e
i
r e

h i l d
r e n t o e n t e r

k
e
y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i
n t

h
e

T h
e
y f

e
l
t t

h
e
y w

o u
l d

n o t
h

a v e
b
e e n 5 0 s u e e e s s

-

f
u t u r e

.

9 6
%

o
f

t
h

e
p
a r e n t s e x a

m i
n e

d h
o
m

e
一

f
t

,

: i f
t

h
e

y
n e v e r

h
a

d
a n

y t r a
i

n
i

n
g f

o r t
h

e
I M O

w
o r

k
a n

d
t e s t p

a
p

e r s
w h

e n t
h

e
i

r e
h i l d

r e n s t u
d

一

b
e
f
o r e

.

T h
e r e a s o n s o

f
t
h

e
p
r o

g
r e s s o

f
t
h
e

i
e
d i

n
P
r
i m

a r
y

s e
h
o o

l
s ,

b
u t o n e 一 third of Par

一

C h i
n e s e

i
n t

h
e

I M O
a r e

d i
s e u s s e

d

.

l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