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杯赛
希望杯
挑战杯
走美杯

中环杯
绿洲杯

睿达杯
迎春杯
小机灵杯

初赛通过率不超过30%，复试一等奖不超过6%，也就是说一等奖的比例是参赛总人数的1.8%。
小学初试通过率25%，复试得奖率25%；中学初试通过率20%，复试得奖率25%。
初赛五六年级共2000多人，进入复赛各80人左右，分别设一等奖10人左右。
初赛通过率30%，复试一等奖人数5%，也就是说一等奖的比例是参赛总人数的1.5%。以杭州主城
区为例，去年三四千人参加，一等奖在50人左右。
初赛通过率20%左右，复试得奖率20%。
2016 年共 720 人参加，其中四年级参赛 259 人，一等奖 19 人；五年级参赛 241 人，一等奖 15 人，六
年级参赛220人，一等奖14人。
浙江地区18万多人参加一试，25%进入二试。
初赛通过率不超过30%，复试一等奖不超过5%，也就是说一等奖的比例是参赛总人数的1.5%。
初赛通过率30%左右，一等奖占总参赛人数的1%左右。

九大杯赛的得奖率是多少？

记者

韦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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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培训班起步
一周100题，一年要刷5000题

小雨，女，小学六年级
曾获得的杯赛奖项：
希望杯、挑战杯一等奖
绿洲杯、中环杯、走美杯二等奖
华杯赛三等奖

“想进××中学，要先拿下挑战杯；想进××中学，要先
拿下绿洲杯；想去××中学，要先挤进他们的体验班。”

这是小雨妈妈自己总结的杭州小升初三大“潜规则”。
小雨现在是知名公办小学六年级学生，班上 40 多

个同学，几乎人人都在培训班里学奥数。真正参加杯赛
的有十来个人，已经拿到一等奖的是3个人。她就是其
中一个。

“这个数字已经算多了，很多学校一个一等奖都没
有的。”小雨妈妈说，“我们的目标一直很明确，就是上民
办，上好民办。参加杯赛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

事实上，这条路，小雨从一年级下学期就开始走了。“当
时是新思维的老师主动给我们打的电话，说孩子在统考里
面成绩不错，建议学一些更深的知识点，拓宽数学思维。”

这一上就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小雨才开始“转战”学
而思。“这个班是在周末，一次课的学费是 180 元，一学
期大概要三四千，算上寒暑假的话是一年 4 学期，应该
要花一万多块。”

等到四年级，小雨又进了徐家私塾和“绿洲杯”思维
训练营。小雨妈妈回忆道：“徐家私塾里都是数学尖子
生，大家按成绩分班。以前是 100 块一节课，现在大概
是2100块一学期，一年下来也要8000多块了。”

“绿洲杯思维训练营的课在周五，从晚上6点上到8
点半，1100块一个学期，一共上过4个学期。”

也就是说，在四五年级这两年时间里，除了正常的课
堂学习，小雨一直要同时兼顾3个数学培训班的内容。

我替她算了一笔账：一周3个班，其中学而思的一次
课是两小时三十五分钟，边做边讲8道题，课后作业一般是
12题；徐家私塾一周课上课下的题加起来有五六十道；绿
洲杯思维训练营一周 20 题⋯⋯这就意味着小雨每周要
做100道奥数题左右，一年按50周算就是5000题！

真是不算不知道，小雨妈妈也惊呆了，“我们从来没
这么算过，我以为她一年下来做一两千题就差不多了”。

但是她说，“同时上3个班也就是个‘起步价’”。因
为身边同样拼的孩子实在太多了！这些家长普遍很焦
虑，“我不跟这个风，我的孩子是不是就进不了民办初
中？”“去年华杯赛初赛，全杭州有万把人参加，我们也去
了。当时，学而思的考点一股脑儿都放在树人大学，光
是考完散场就散了两个多小时⋯⋯”

小雨妈妈认为，在冲杯赛这件事情上，她们家的时
间和金钱投入还不算大的。“有些家长才夸张，上个培训
班要全程陪同，拍照录像记笔记，奥数学得比孩子还
好。到了杯赛前一个月，学校下午的课全都不上了，直
接请假回家杀题。”

“说实话，大量刷题是有一定作用的。”每次临近杯
赛，小雨妈妈也会要求孩子做真题，最近五到十年的真
题基本都要过一遍。不同杯赛还有各自对应的辅导资
料，“比如说《希望杯 100 题》，是赛前领的资料，拿到以
后要做两遍”。

除此之外，报名参加考前突击班似乎也必不可少，
“一般都是交千把块钱，针对要参加的杯赛集中上几次
课，有多少效果其实很难讲”。

截至目前，小雨同学如愿拿到了希望杯和挑战杯的
一等奖，还有走美杯、绿洲杯、中环杯、华杯赛等众多奖
项“加持”，“上民办应该是没有问题，就看能上哪个了”。

回过头再看女儿走过的“冲奥之路”，小雨妈妈真的
很感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觉得拿一等奖真的太
不容易了⋯⋯刷题比她多的孩子很多，拼尽全力只拿到
二三等奖的孩子也很多。”

像他这样不上培训班的天才
真的太少了

小叶，男，初中一年级

曾获得的杯赛奖项：
美国数学大联盟杯总决赛个人金牌、团队金牌
华杯赛总决赛金牌
希望杯一等奖
华杯赛二等奖
中环杯三等奖

“要拿杯赛一等奖，完全不培训几乎是不可
能的。”这是杭州一位奥数金牌教练说的，但小叶
同学是个例外。

两岁不到，小叶跟着妈妈打车，怕司机找错
钱，偷偷在心里算好钱提醒妈妈，那是两位数退
位减法。

幼儿园，小叶开始自学小学数学，“求”着爸
妈给他上数学课。

小学四年级，小叶拿了华杯赛全国总决赛小
学中年级组金牌(全国仅 10 块)。那是杭州近几
年来拿的唯一一块金牌，当时他连奥数培训班都
还没开始上。

接着，小叶又花两周的时间自学了中国数学
经典《九章算术》，不仅把题“吃”透，还发现了一
个印刷错误。

小学五年级，小叶第一次参加美国数学大联
盟杯总决赛，获得了个人金牌和团队金牌。虽然
是用英语做数学题，但小叶拿起高中题就做，觉
得特别好玩。

刚上初中，小叶手头上的书已经换成了
微积分。

一位资深的数学老师看完小叶金光闪闪的
“履历”后不禁感慨：“这样的天才真的太少了。
你要知道，每个一等奖的冲奥道路上都有无数
陪跑的孩子。”

是的，用小天才来形容小叶一点也不过分。
对于这样的小天才来说，奥数才是奥妙无穷的数
学。数学老师“劝”小叶去上培训班时直接说：

“我是喂不饱你的。”
“你只要看过他做数学题就知道了，那是眼

里有光的，就像我们看见好吃的一样。有时候，
他会直接说，这是一道有艺术感的、有美感的数
学题。”

小叶妈妈也说，自己孩子的杯赛经历和很多
人不一样，“基本靠天赋和兴趣”。

为了上最好的“周一班”
孩子只能堵在车里吃晚饭

小程，男，初中二年级

曾获得的杯赛奖项：
希望杯、挑战杯、走美杯、华杯赛、中环杯等一等奖

华杯赛、希望杯、挑战杯、走美杯、中环杯、绿洲杯、睿
达杯、迎春杯⋯⋯凡是在杭州有点名气的杯赛，小程同学
基本上都拿过一等奖，有的还不止拿一次。这样的牛娃，
在奥数圈里被称为“大满贯”。

一位培训机构的老师直言：“这样的学生全杭州能有
几个？掰着手指头数都能数过来！”

小程同学已经在一所民办初中读初二，但程爸爸到
现在还清楚记得那一年招生季时的情形，“几乎全杭州的
民办初中都主动给我们打电话了！”

程爸爸说，儿子之前在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基本没什
么竞赛氛围，“一个班 30 多个学生，五六个人会参加杯
赛，一般只有他一个人能拿奖”。据说，自从小程毕业后，
这所小学就再没出过杯赛一等奖。

而小程正儿八经开始学奥数是在小学四年级，他先
后考进了“1+1”俱乐部和徐家私塾，每周各上一次课。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两年的“冲奥之路”，程爸
爸大概会选择“风雨无阻”。

“是真的风雨无阻啊，无论是过年前的一周还是正月
里，刮台风还是下大雪⋯⋯我们从来没有缺过一堂课，孩
子身体有点不舒服也是坚持。”程爸爸说。

小程每周上培训班都是由爸爸开车接送，但是程爸
爸说，杭州市少年宫的后门很难停车。“一般我都把车停
得比较远，问题是一到下雨天，路面积水，就只能看着孩
子一路蹚水去教室上课”。

徐家私塾的课，小程也上得不轻松。原因却不是题
太难量太大跟不上节奏，而是因为他成绩好，被分在了最
优秀的“周一班”。

这个班在每周一晚上 6 点准时开课。也就是说，程
爸爸每周一都不得不提前一个多小时下班，先去小学接
儿子，再开 10 公里左右的路去徐老师家里上课。因为不
陪课，程爸爸把儿子送到以后又要开车回自己家，等两个
多小时的课程结束再来接。

“每周一都很紧张！正常是下午 4 点放学，就怕学校
有点什么事，走不了。”不过，程爸爸更怕的还是周一晚高
峰，“堵起来真是没数的⋯⋯我有时候就提前买好晚饭，
让他自己在车上解决，总不能饿着肚子听课吧。”

程爸爸坦言，那两年，全家人出去度假旅游基本上想都
不要想，平时和朋友聚会也少了，家里的各种计划都跟着儿
子的奥数课程表走。“现在想想，很佩服自己，更佩服孩子。”

记者 韦嘉蓉

越来越多的家长相信，竞赛一等奖，就意味着一张民办初中的
入学通知书，是小升初拼抢中脱颖而出的砝码。

但是，通过参加培训班，继而参加杯赛，最后获得一等奖，拿到
民办初中入场券的几率到底有多大？要获得杯赛的一等奖，难度到
底有多大？能拿一等奖的孩子，千万人中能有几个？

除了时间、金钱和天赋，每个一等奖背后，都是千千万万陪跑的
孩子。

12月10日11点07分，华杯赛绿城育华学校（初中部）考点外，一位家长在人群中接到完成考试的孩子。 记者 葛亚琪 摄

拿不到杯赛一等奖，对小升初基本没帮助
那么拿下杯赛一等奖到底有多难？
杯赛确实也发现过极个别的数学天才少年
但更多孩子获奖背后是疯狂的刷题训练
一周上3个培训班 一年刷5000奥数题 一等奖比例只有1%

的杯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