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资优生的选拔与培养

创新性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是眼下非常热的一个话题，所谓创新，我的理解就是继承前人，

又不因循守旧；借鉴别人，又有所独创；努力做到观察问题有新视角，解决问题有新办法。

创新是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我们的国家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立于世界，就

必须告别只靠模仿、只靠人力的山寨阶段，而必须进行创新，要有托马斯·彼得斯所说的“要

么创新，要么死亡”的创新危机意识。党和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

提出了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

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建立创新性社会，进行科技创新的关键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而教育应该承担了最重要

的功能，而我们的教育恰恰在这一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在教育过程中过分的强调听话、

模仿、继承，使得学生循规蹈矩，就像工厂中加工产品那样好像从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

千篇一律，丧失了个性，也自然没了创新。杨振宁在比较中美教育时说：“中国按部就班把

知识给孩子，平均起来是好的，可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从中小学起，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

是对特别好的，占总数 5%的最聪明的学生比较不利。美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

这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有特别才能、特别天赋的人，能够给予极大的空间，他们可以发展。

这是美国今天在学术上、在经济发展上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要建立创新性社会，教育思路必须先创新。如何在孩子的启蒙、小学教育阶段真正

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保护并培养他们的

想象力、创造力，如何在高中阶段初步发现那些 5%的学生并使其得到有效的培养，为他们

以后成为参天大树奠定坚实的根基，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高中阶段如何选拔并培养创新性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从 2003 年开始辽宁

省实验中学的理科实验班的数学工作并同时担任数学奥赛教练员的工作，至今已经九年了，

完成了完整的三届学生的教学。在这一过程中我所带的奥赛学生共有 17 人获得“全国数学

联赛（辽宁赛区）”省级一等奖，100 多人获得二、三等级。特别是 09 届的郭萌同学在美国



留学期间因为数学拓扑学的研究获得“全美优秀学生”（全美一年共 5 人），12 届学生中有 8

人获得省级一等奖，其中王中剑同学获得冬令营金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我也四次并评为“国

家优秀数学奥赛教练员”。另外我所教的理科实验班的同学中有 1人省状元（09 届于静文），

1人市状元（12 届安美航），有 34 人靠入了清华、北大。因此我想结合这几年自己的数学教

学，就有关数学资优生的选拔和培养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是有关数学资优生的选拔。就像门肯（美国）所说的那样：“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

长大了成为普通的人居多，因此，老师不必刻意去追求要使学生怎么怎么发展，而必须遵循

人才成长规律，是小草就让它装饰大地，是参天大树就让它成栋梁之材。”因此准确的选拔

就非常关键，只有选拔的准确，才可能避免拔苗助长，也才可能避免学生数学能力的泯灭。

数学奥赛队员的选拔是我主要负责的，在这过程中我主要通过以下的一些途径来进行选拔的：

1.要考查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意志和意志。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只有爱学，才可能主动

的去学，才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坚持的住；同时也要具备数学学习的意志，不能只有三分钟

的热情，要有在学习上耐得住寂寞、吃苦的专研精神。因此我在选拔的时候，不止参考学生

的学习和考试成绩，在成绩的基础上，我会让同学们写一下有关他们学习数学竞赛的目的，

是功利性的目的——保送，还是因为兴趣，为什么感兴趣，对什么地方感兴趣。你认为数学

美的地方在哪里，那些吸引了你。

2.选拔考试的试题要能真正反映出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因为数学竞赛的培训工

作开始的比较早（一般在高一上学期），同时感兴趣的同学比较多，所以一开始测验选拔也

是必须的。在试题的命置过程中，我主要关注学生对于新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对于问题

的思考方式。比如说在 12 届学生的选拔过程中我出了这样的一道题目：

定义：若 ax  （其中a为常数），则 a为 x的最小值。

均值定理：如果 ba, 是正实数，那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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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且仅当 ba  时，等号成立.

你可使用上面的知识处理下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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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定理在当时所有同学都没有学习过，我通过给出相关的定义以及定理，希望考察到

学生对于新知识的接受以及应用的能力，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再比如我还选择了这样的一道问题：

设 ,9k 解关于 x的方程 .02792 223  kxkkxx （用 k 表示 x）。



这道问题如果看作关于 x的方程这是一个三次方程，学生是不会解的，但如果先看做关

于 k 的方程，这是一个二次方程，就可以解。通过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看出学生的数学洞察

力，以及思维的灵活变换能力。

3．选拔开始的阶段要有一定的调整，同时对于个别的学生要有一定时间的跟踪。很明

显只通过几次测验是不可能完全准确的选拔的，所以在后续的教学工作中，应该根据学生的

学习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于那些学习上吃力的同学要把他们调回到常规学习中，而相反

的可以吸纳进来，逐渐的达到稳定。比如 12 届的刘云博同学就是在其他老师的推荐下在高

二进入竞赛班学习的，经过认真的学习，数学成绩有了进一步的提升，高考考入了清华大学。

而对于数学质优生的培养问题我认为应该注意一下的几个方面：

1.打实学生数学学习的基础。创新并不是所谓的闭门造车，更不是凭自己的主观臆造去

随意地瞎编乱造，而是在继承前人优秀的成果，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创新才会显得更有意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了继承便是无源之水，而没有了创新便是一潭

死水，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才会真的“清如许”了。而坚实的数学基础，就是学生进

一步学习的基本，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让学生注重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

2.注重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鼓励学生勇于探究的科学精神。爱因斯坦说过“想像力

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

识进步的源泉。”不同于高考数学的按部就班，数学竞赛中的一些问题更强调数学的解题技

巧。所以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大胆的想象，勇于提出猜想，我同样用爱因斯坦的“若无某种

大胆放肆的猜想，一般是不可能有知识的进展的”的话来激励他们。在同学们提出好的思路

时，不管对错都给予鼓励，逐步让学生具备敏锐的观察力，能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东西，能提

出独到的见解。在提出想法的基础上，鼓励学生敢于尝试，大胆验证，探究正误。

3.注意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在教学过程要注意学生数学思维习惯的建立。在教学过程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并能正确的提出问题的能力，而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提出问题的基础

上，首先要能进行自我的独立分析尝试解决问题，其次要能在和其他同学的交流中，体会到

思路的碰撞和融合。教学中要给学生充分的自由，使得他们有独立思考的时间，有展现自己

思维的时间，有相互交流探讨的是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数学的思维习惯。

4.尊重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学生特别是资优生不是工厂生产的产品，不可能

也不应该千篇一律，而不人云亦云才使得创新成为可能，所以要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针

对性的教学，不要统一要求、一刀切。鼓励学生针对自己进行相应的调整，建立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法。比如说在 12 届竞赛班的最后冲刺阶段，我所讲的东西，王中剑同学都已经掌握

了，那我就鼓励他不用再听我讲了，而应该自己去专研更难的一些内容；再比如周小舟同学

认为最后阶段的集中对他并不太适合，他希望自己在家看书，我也尊重了他的选择，两位同



学最后在联赛中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于质优生的学习方式和方法，老师在给予指导，

把握正确的大方向的前提下，要给与尊重，要给与他们学习的自由，不要过多在无关紧要的

细节上干预太多，从而失去了他们自己独有的一些东西。

5.注意学生心理素质的锻炼与培养。创新是走出一条从前从来没有的新路，当然会有更

多的荆棘，会有更多的失败。对于数学质优生的学习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学习的东西

偏深、偏难，所以经常会有一些问题做不出来，从而产生挫折感，所以要特别关注他们的心

理状态，使得他们能坚持下去。我在他们解不出问题的时候经常用一些名言以及一些科学家

的事例来激励他们，比如“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成功中学到的东西多得多”，“在

科学上，每一条道路都应该走一走。发现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对于科学的一大贡献”等

等……09 届竞赛班的杨振同学在高二的时候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准备退出竞赛，我就对他

他说：“老师相信你行的”，与他谈心，分析问题，鼓励他学下去，经过谈话他又建立了学习

的信心，并最终在高三时因为数学的成绩申请到英国牛津大学的学习。

所以只有教育思路的首先创新，通过科学的选拔，精心的培养，使学生具有创新的翅膀，

他们才能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展翅高飞，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