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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升学信息
来自钱江晚报

升学宝
拿起手机

用微信扫这里

“工匠精神”的142年传承
142 年，对于 A.O.史密斯公司来说，意味着

历史，意味着荣耀，更意味着“工匠精神”的传
承。在 A.O.史密斯公司，“通过研究，寻找一种
更好的方式”，就是“工匠精神”的具体演化。A.

O.史密斯对每个细节都“吹毛求疵”，并永不停
歇地追逐产品品质与服务体验。正是这种坚
持，才创造出一台热水器使用52年的奇迹。
“工匠精神”更注重持久创新

工匠精神并不是长期坚持重复机械的动作，
而是在精益求精的前提下持久创新。在A.O.史
密斯公司，这个原则叫做：重视科研、不断创新。

A.O.史密斯进入中国 18 年来，在消费者调
研和技术研究方面，投入大量资源。2013 年超
级产研基地投入使用。在 A. O. 史密斯位于中
国的全球研发中心内，拥有各品类研发人员300
多人，累计研发投入超4亿元。

至今，A.O.史密斯公司已取得电热水器金
圭内胆防护技术、燃气热水器防一氧化碳中毒
技术、净水机 MAX3.0/5.0 长效反渗透膜技术、
空气净化器 PM2.5 实时数字监测技术等 145 个
专利，并将这些专利成功运用到 A.O.史密斯的
产品中，成为热水、采暖、净水以及空气净化领
域无庸置疑的领导者。

面对工业化造成的重金属水污染，A.O.史
密斯研发出长效反渗透净水机，有效滤除重金
属，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饮水。为应对雾霾
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A.O.史密斯研发出专门
针对重雾霾设计的空气净化器，同时还能实现

PM2.5 的精确探测与显示。这两净精品的创新
上市，正是 A.O.史密斯专业、专注、追求极致的
工匠精神的体现。
与“工匠精神”契合的价值观

精心打磨、专心雕琢，A.O.史密斯用心制造
产品的态度就是工匠精神的坚持和传承。凭着
这种凝神专一的工匠精神，A.O.史密斯得以誉
满全球、行销世界。中国市场销售额更是持续
增长：整个热水器市场销售额份额高达27.46%，
居 行 业 领 先 ；净 水 机 销 售 额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24.79% ，也已位居行业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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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高考数学140分的人，现在发

现很多小学数学题不会做，是多么难过，幸好

发现身边一群理工科毕业生也在为这个头

疼，略感安慰。”

“陪儿子做了三年级的题，错；二年级的

题，错；一年级的，五道错了三道。明天该去

买幼儿园的数学书了。”

⋯⋯

这样的自嘲是不是很熟悉？自从有了朋

友圈，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这样的感叹真是

天天都有。

孩子们现在学的数学，有没有变得越来

越难？

编过N套教材的张天孝说，从课本上看，

数学的确变难了。

但这个难并不是家长概念中，难题增加

的意思，“之前，我们对小学数学的要求是掌

握数学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简称双基教学，

2012 年，新课标出台，双基的要求变成了四

基，也就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

基本活动经验。”

新课标下的数学教学更注重思考、创新

的思维训练，而现在的家长多是80、90后，他

们那时接触的还是双基教学，不是一个系统

的，用以往的经验来衡量现在的标准，自然会

有很大的感触，如果再孤立地来看难题，就会

觉得数学真是越来越难。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数学不

是做难题，而是经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独立思考，深入思考，克服困难，体验成功

的过程，这样才能全面提升数学素养。”张

天孝说。

假如把数学思维弄清，将它看成一张学

科 化、序 列 化、结 构 化 的 网 ，你 所 看 到 的

“难”，和奥数孤立化的难题是有很大区别

的。

这份难，是为锻炼出孩子克服困难的意

志，挑战自我的勇气，形成自己的对应思

维、可逆思维、函数思维等等思维模式，这

不是解出一道难题，做对一份奥数试卷能实

现的。

那学习数学到底有没有捷径呢？

小学数学界大牛张天孝和他的两位名

徒，也给了大家几点建议，不妨听听。

让人感觉越来越难的数学
到底有没有学习捷径
听听小学数学界大牛张天孝和他名徒们给的建议

本报记者 朱平

谈方法前，先来做道题吧。

把 1~9 这九个数字填入□里，使下面的

等式成立。

□＋□＝□＋□

□×□÷□＝□－□

是不是觉得有点懵？这是一道具有开放

性、挑战性的数学问题。它把运算能力、代数

思维与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统整在一起。

如果按传统套路，就是急着找到一个答

案，然后填完，再抱怨一下“太难了”，对这道

题的理解就此打住了。而如果带着探究的精

神去研究，先看第一项，4 个数两两相加，不

急着求答案，让孩子尽可能想出多的组合，你

会发现，孩子在启发下，会想出你都无法想到

的组合。我告诉你吧，这一项等式就有34种

可能。这道题的答案并不是唯一的，共有 13

个等式组都符合条件。

说这道题的原因是，我觉得现在不少人

学数学有些搞错了方向，以为题目是从课本、

练习卷里来，其实题目是从学生这里来，因为

创新意识从来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激发出来

的。首先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找到自己认为最

合适的方法，通常一道题目都有多种算法，然

后寻找其中简洁合理的运算途径，我挺鼓励

学生互相交流自己的算法，家长也可以和孩

子一起交流。

思维能力的培养，有没有短期效果是因

人而异的，但我想，家长们是希望孩子在长大

后依旧能拥有这样的能力，还只是希望短期

能考出高分，自己心里会有判断。

现在不少爸妈在孩子学前班时就开始做

小学的数学。“我家孩子能数到 100 了”、“我

家孩子会算进位加法了”，听上去很厉害，但

从数学思维能力培养上看，这种技能提前机

械掌握，并没有多大好处。

像让幼儿园大班孩子开始做 3-1+3=

□，这样的两步运算，很多家长会觉得正常，

因为数字小，大人就认为题目简单。

还有一个误区是，爸妈总以为口算是不

会练坏的，其实口算最容易让孩子对数学产

生厌倦和枯燥感。

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及天赋，

教育是要支持这种多样化发展，尊重人的天

性。喜欢数学的可以多做数学思维上的训练，

不喜欢的也不要逼他们，最后变成讨厌数学。

所以，对于孩子要不要学奥数这个问题，

我觉得因人而异。适合的学一点，不适合的不

要学。数学思维发展和能力培养，从小学一年

级就可以开始。但让孩子上各种数学班时，不

能盲目学。有兴趣，适合学，这两点非常重要。

我想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独特的核心思维

方式。虽然不同专家有不同的说法，但也有

一些共同公认的，比如概括、推理、建模。可

以看到这些都是指向思维的，所以学习数学，

我们一要关心数学的内容，缺少一定的知识

技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关注思维方式。孩子有没有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积累概括、推理和应用的经验。

在孩子学习数学中，要重视解决问题的

过程，比如孩子拿到题目，有没有读题？读题

时有没有尝试对题目信息进行分析、分类和

概括，甚至联想和转化表达等。孩子是通过

推理解决问题的，还是机械套用现有的公式

来解决的？有了一种解决方案后，有没有兴

趣继续研究和优化自己的方法？有没有开放

的心态听取他人不一样的想法，并与自己的

方法比较，有什么共性和差异等⋯⋯

总之，记忆一套知识解法在应对较低层

次的任务时是比较方便，显性的，而真正要锻

炼和发展思维能力，发展健康积极的数学态

度、学习态度则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系统，绝对

是专业工作。

●浙江功勋教师张天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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