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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春节过后，杭城大大小小的数学杯赛都停办了，“华杯赛”是第一个宣布暂停决赛的，紧接着“希望杯”也停了。

一位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他们承办的一项数学杯赛已经很多年了，今年是第一次停办，“估计要停办一两年吧，什么时候恢复，要看形势变化。”

数学杯赛集体熄火，背后是教育部下达的一道道禁令——全面清理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严令禁止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提前教

学”、“强化应试”，严令禁止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全面摸排培训机构，该办理证照的依法依规办理、该停办的必须停办、该吊销证照的坚决吊销。

教育部的这些禁令，被誉为“史上最严减负令”，目的在于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那么，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孩子们的“春天”真的来了吗？奥数热降

温了吗？热火朝天的培训机构门庭冷落了吗？

“最严减负令”发出一个多月
孩子的春天来了吗
本报记者进行了入班调查，不少小学生仍在热火朝天学奥数

禁令的效果如何？日前，记者走访了一

些培训机构，并到两所小学进行了入班调查，

结果跟预判的差不多——奥数热没有冷下

来，学而思之类的培训机构依然挤满了焦虑

的家长，小学生们在放学后或者双休日依然

过着学校到家到培训班的三点一线生活。

日前，杭州时代小学校长唐彩斌为了了

解当前学生课外负担情况，联合了几所学校开

展了一次调查，有近600名小学生参与其中。

本周一傍晚，钱报记者来到位于杭州下

城区的一家培训机构。与双休日相比，现场

并没有很拥挤，但六七个小教室里依然坐满

了来上课的学生。

王同学今年读三年级，周一 16 点 10 分

放学，先赶回家，半个小时内完成学校作业。

一般在 17 点前完成，然后在妈妈陪同下出

门，路上买个包子或者面包当晚餐。17 点半

左右到达培训班，这时候教室里已经有好几

个同学来了，有几个在吃家里带来的晚饭，还

有两个在做学校作业。王同学告诉记者，如

果来晚了，往往就坐不到前几排，离上课还有

半小时，他忙不迭地预习这节课的内容，“这

个班的同学都挺厉害的，如果不提前预习，课

上测试成绩总是比不过他们”。

“除了这个数学班，我还专门给孩子报了

一家一对一的辅导班。”王妈妈告诉记者，“学

校班级里绝大多数数学成绩好的孩子，都在外

面上培训班，都是提前学的，如果不上培训班，

估计跟不上大家的节奏。周末班人太多，我就

把孩子的班选在了周一晚上，避开人流高峰。”

尤老师（化名）是这家培训机构的数学老

师，在她看来，杯赛暂停后，来班上上课的孩

子数量没有变化，“班上孩子的数量依旧是

20 个人，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搬家了，所以换

班到更近一点培训网点，但这个空缺就被另

一个学生补上。”

孩子们继续在培训班上课，会不会是因

为上学期交费后的延缓？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位于江干区的一家成

立五年的培训机构，已经有1000多人的规模。

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对记者说，他们目前已

经进入了暑期班的报名阶段。“从老生的续报率

来看，与以往差不多，80%~90%左右。新生咨

询多起来了，有时候一天能接到上百个电话，直

接跑上门来的家长，每天也有三四十个。”

A 半个小时做完学校作业 为了能赶上培训班的课

这段时间，杭城知名的“徐家私塾”有点

忙，一边是五年级学生的插班考，一边是四年

级学生的入室考，都吸引了大批的家长带着

孩子参加。

通过家长的介绍，陈女士找到了“徐家私塾”

的徐老师，想参加这里的插班考。陈女士的孩子

今年读五年级，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奥数，目前

报了两个数学培训班，“徐家私塾”是第三个。

“我总觉得不踏实，有朋友跟我说，‘徐家

私塾’的学生大多数学能力强，比较容易进民

办初中，我就心动了。”陈女士说，儿子在四年

级时参加了两个数学杯赛，都拿到了二等奖，

她觉得含金量没有一等奖高，想在今年冲一

冲。“华杯赛，我们已经进入决赛，但现在暂停

了，另外报的一项杯赛，连初赛都没来得及办

就宣布不搞了，弄得我们家长很被动。”

陈女士告诉记者，她身边有一个朋友，给孩

子报了4个数学班，孩子每天匆匆忙忙的，不到

晚上10点根本上不了床。“孩子是苦了点，为了

他的前途，做家长的也只能狠狠心了。”

为了这次插班考，陈女士专门找朋友要

了徐老师这边的练习卷，让孩子连续做了 10

多天，“平时有学校里的作业，两个数学培训

班还有作业，现在额外做这些练习卷，他的负

担的确有点重，但没办法，必须要全力以赴，

不然怎么竞争得过其他孩子。”

B 已经在读两个数学班 还要去考第三个B 已经在读两个数学班 还要去考第三个

本报记者 梁建伟 本报通讯员 杨希林

本周，钱报记者拿到了调查结果。周一

至 周 四 晚 上 ，参 加 培 训 的 占 50.0% ，甚 至

20.1%的学生参加了 2 个以上的培训班；周五

至周日，没有参加培训的仅有8.8%，参加2个

培训班以上的占70.9%，其中超过3个班的占

到44.6%，甚至有4.7%的同学参加了5个班以

上。

在唐校长这份调查的基础上，这两天，钱

江晚报记者专门针对“学生参加数学培训班”

这个话题，在两所小学进行了一次调查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一所小学两个六年级班

级共 76 名学生，参加数学培训的有 60 人，占

比为 79%，不参加数学培训的 16 人，占 21%；

另一所小学两个五年级班级共 72 名学生，参

加数学培训的有 54 人，占 75%，不参加数学

培训的 18 人，占 25%，其中，参加两个以上数

学培训班的学生，接近20%。

在参加数学培训班的学生中，超过 50%

以上的学生认为，培训班所教授的内容超纲

了，比学校里上的内容要快得多。一些六年

级学生指出，他们所参加的培训班，有些内容

已经涉及初中知识了。

自愿参加数学培训班的学生是 46%，剩

下 54%的学生是在父母的要求下上培训班

的。但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动，六成以上的学

生认为，参加数学培训班是有效果的。六年

级的小杨同学说：“培训班老师比较喜欢针对

难题进行详细分析，会教很多解题方法，这个

对我的帮助特别大。虽然学校里考试不一定

会考到这么难的题目，但思考方式、理解能力

其实是一通百通的。”

一位小学数学老师告诉记者，在他所教

的两个班级里，不学奥数的学生几乎没有，

“我教了 20 年小学数学，头几年只有少量的

学生会去学奥数，10 年前估计增长到了一

半，现在是全班学奥数。说实话，我越来越没

有成就感了，现在给学生上课，题目列出来，

下面的同学都早就在外面学过了，你说这让

我怎么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