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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娜

这几天，很多家长都在忙着给孩子报学而思的寒假和春季班，按
流程，每个孩子报名前要进行入学测试，按成绩进入基础班、提高班、
尖子班、超常班（每年定期选拔）。

昨天，学而思一年级某个QQ群，很多家长在交流孩子的考试情
况，有家长说，孩子坐在考场从头哭到尾，还有孩子整场考试就是在
里面画画。

家住城西的毛女士，儿子已经上了两期学而思，“当初想让孩子
开拓一下思维，真正进去听了，发现问题很多，有的教法我是质疑的，
很多题那里的老师直接告诉孩子怎么找答案，而不是启发他们去思
考过程，真的很生气。”

毛女士的儿子刚读一年级，暑期考进了学而思尖子班。
“最大的感受，就是提前学习，学而思的一节课，知识密度非常

大。近 2个小时，要学四五个知识点，老师把教学内容极力压缩，语
速很快，一道例题讲完，接着就是四五道练习题跟上。课后回家，需
要刷更多的题来巩固记忆。

“送儿子去上课，我一般都在后面听。稍微开个小差，一道题没
听全，就错过了。最让我生气的是，很多题目的教学方法不是合理引
导，而是直接告诉学生解题的捷径。孩子根本没有真正理解。这样
的教学方法实在太简陋了！我不打算再让孩子学下去。”

毛女士向记者介绍了一道学而思一年级的数学题：
把一个正方体剪开可以得到多种不同形状的展开图，看哪幅图

可以折成一个正方体。老师教的解决方法是在图形里找到一个“目”
字形状和“Z”字形状，两个都有，这样的展开图就能折成正方体。

毛女士说：“培训班上，老师跟孩子说，让他们在图形上找两个‘目’
和一个‘Z’或是一个‘目’和两个‘Z’，就能构成一个正方体。孩子就像一
个解题机器，只要按老师的指令去找到答案，根本没有空间概念，这样的
教学方式，对孩子数学思维培养有好处吗？价值在哪里？”

对这道题的解题过程，我们也请教了杭州一所学校的数学教研
组长王老师。她说：“这道题是小学四五年级学习长方体、立方体的
认识时，才会要求孩子掌握的。学校里学习这块知识时，会给孩子一
系列基本的展开图，会要求孩子先动手操作，拼拼摆摆，然后再总结
一些方法，来快速辨认。

“对一年级孩子来说，直接告诉他找‘目、Z’意义不大，关键是要
让孩子动手做，比如现在很流行的磁力片，玩一玩立即一目了然。有
了了解后，再引导孩子进行空间想象，在脑海里把这个展开图慢慢组
合起来。”

学而思

套路很直接
把一些方块组合成正方体
不需要空间思维，只需要找“目”和“Z”就可以了？

到初二碰上综合题
走捷径的孩子就会吃不消了

经过类似学而思这种统一模式培训过的孩子，到了中学，原先
形成的数学优势，还能继续保持吗？

“培训班这种走捷径的学习方式，对短时应试有效果，但对孩子
长期的数学学习和能力培养肯定不利。”杭州西溪中学校长、浙江省数
学特级教师潘云芳说，告诉学生结果，但不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相当
没有教给学生如何从头想问题的能力，没有锻炼学生的数学能力。

“举个例子，教孩子求圆锥侧面积，老师直接告诉孩子计算公
式。孩子通过练习用熟公式，是非常简单的。让学生根据公式计
算，仅仅是教学的显性目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如何探究曲面
面积的计算，这里面渗透了“化曲为直，化空间为平面，化三维为二
维”的转化思想，而这种转化思想和能力，在学生今后的生活中用来
解决实际问题最有用，但往往容易被现在的题海教学完全忽视。

“各培训班里，都有一批领先的孩子，有的学习能力很强，记住
了这些公式外，还会去钻研为什么，他们的优势进入初高中可以继
续保持。但是其他同学，如果一直凭借这种走捷径的学习方式，进
入初二后，只要碰到新的稍综合的题型就吃不消，更别提高中了。”

重高数学备课组老师：
记解题技巧、走捷径，理科学习肯定不是这样的
在小学阶段培养对数学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一所重点高中的数学备课组长洪老师，直接否定了这种学习方
式：“通过记解题技巧、走捷径，理科学习肯定不是这样的！学习的
第一要素是发现问题，学而思这种直接教孩子公式的方法，实在很
可怕。”

“举个例子：学浮力公式时，我们如果直接记公式，可能没什么
感觉，很快忘记。但是这个公式的推导过程很有意思，是阿基米德
洗澡时，发现溢出的水的体积和人的体积一样。这样再记公式，不
会轻易忘记。

“理科和文科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小朋友小时候背古诗词，不懂
意思也能先背下来，到后来慢慢有了知识储备，会有一天突然茅塞顿
开，理解了诗词。但数学不会这样，先记住公式、解题技巧，并不能帮
助你理解整个知识。而且，即使现在记下来，将来也会很快忘记。

“在小学阶段，培养对数学的感觉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记住公
式培养的是记忆力，而学数学应该培养的是思维力。通过推导公
式，培养推理、逻辑能力，才是正确的培养过程。如果只是记公式，
进高中肯定不适应，因为高中里很重视知识的来源和探究，直达捷
径的方式，没有作用。”洪老师说。

重高校长：
学而思吃透了应试规则，教给孩子的是套路，而创新
思维的培养一定是没有套路的

一所重点高中的校长，儿子今年上小学四年级，暑假进入学而
思学数学。

为什么要去？校长摇摇头说：“无奈!班上同学都在学，撑不牢只
能送去。”他说，对于学而思，有很多话想说：

才跟着听几节课我就知道，学而思都是套路，而创新思维的培
养一定是没有套路的。但是培训的套路这么多，我们都知道不好，
为什么还要上。对于学习，大家常用的比喻是跑步。因为大家都不
想输在起跑线上，去上，不一定跑得过别人。但不上，是肯定跑不过
别人。

2012年，教育部发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教育部发布《指南》，就是试图制止“拔
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

教育部不允许，所以培训机构裹挟着家长，带着孩子就偷偷地
提前跑起来。但是跑步是需要策略的，第一圈跑得太快，但第二三
圈力气用没了，就跟不上了。这也是人生最好的隐喻，你能永远跑
得快吗？

学生就像块土地，家长只想在地里种点东西，有点收成。如果
一开始没开垦，长了些草，家长就慌了，因为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
块荒地。其实处女地才是有无限发展可能。

这是社会的问题，但却需要孩子来承担种种副作用，甚至多重
伤害。

首先，学而思上课都是套路，讲解题的捷径。这样很容易让孩
子思维固化，产生定式，不去思考。

其次，超前消费。超前学知识，也是对学习能力的超前消费，相
当于透支，孩子的后续发展力自然减弱。

还有，一次课两个多小时，量大、速度非常快，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现在家庭亲子关系的最大破坏者，是成绩。成绩好，一好百

好。学而思吃透了应试规则，能帮孩子提高成绩，所以再没有创新
的课堂，也有无数家长挤着要进去。想想，如果孩子没上学而思，真
的在班里落后了，他是痛苦的第一受害者。

没办法，我只能妥协，因为这是时代的无奈，我抗争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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