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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说 这些题太牵强附会了

不少题目需深刻理解文字才能作答

“这是语文老师出的数学试卷吧？
句句有主谓宾，段段有原因结果。”相关
话题评论区里，不少家长对数学试卷的
阅读量提出疑惑。

记者梳理考题发现，仅选择题就有
不少题目需要考生深刻“理解”题干文
字含义才能作答。

如网传的南山区四年级数学试卷A
卷，第一道选择题，提问“下面关于‘四
万万’的理解错误的是”。答案选项：A.

“四万万”是4亿，B.“四万万”是一个近
似数，C.“四万万”是4个十万，D.从0开
始，“千万、千万”地数，要数40次。

而该试卷选择题第四题显示：“下
列成语所描述的事件中，( )发生的概
率最小”，其中共有“海底捞针、瓜熟蒂

落、旭日东升、水滴石穿”四个选项。就
有家长在评论区表示疑惑：海底捞针和
水滴石穿比概率，这还是数学题吗？

此话题在家长群里也吵翻天了，大部
分家长表示自己看完题后很崩溃，不知道
接下来娃的数学到底该如何学？三年级
家长许女士表示，这些题她自己都看不下
去，更别说小学生，“我觉得现在就是矫枉
过正了，我们这是考数学，不是考语文。”

网名为“躲藏的卡通车”的网友表
示，自己是清华大学毕业，看完深圳南
山这张数学试卷后特别气愤，“建议别
出了！不要觉得大语文时代就可以搞
几个成语、几段古文扯到数学卷子上，
觉得提升了试卷水平，真正的数学永远
凝练在简洁的几段符号中，而不是散在
一堆没有用的文字信息中。”此番观点
引来不少点赞。

延时都没答完，“太打击”孩子

数学科目考试结束后，网络平台上
有不少家长介绍孩子的考试情况，有人
提到，由于题目太难，考试“后来又加了
20分钟，还是没有写完”。

有四年级家长直言“太打击了”，准
备中午对娃好点，“带娃吃大餐”。对于
一些孩子来说，考试得100分是个小目
标。这次考试之后，就有网友表示自家
的孩子很无奈,“这次数学可能很难一
百分”。

对于此次考试难度太大的观点，也
有不少家长持反对意见。“考查的知识
并没有超纲，只不过是更考查综合能
力。”“题目更生活化，更联系实际了，挺
好的。第一次难免阵痛，以后就习惯
了。”“题目出得挺好的”。

“学的一粒沙,考试撒哈拉”、“这是语文老师出的数学题吧”
深圳南山4年级数学期末试卷，延时20分钟也做不完，引发网友热议

给小学生出的试卷，需要全社会来答
1月9日，深圳“南山因

为期末试卷太难延时20分
钟！”冲上热搜。原因是题目

过难，四年级数学考试延长20分钟。
不少家长看完试卷后不淡定了，

原计划考试时间90分钟，一共36道
题，整整6页A4纸，仅算一下时间，
平均每道题150秒钟，即两分半钟一
道题。这两分半钟，四年级的学生
需要读题、理解、思考、计算、书写。
不少中学数学老师纷纷感慨：“别说
小学四年级学生了，我都写不完！”

有家长表示接到通知

黄东坡表示：这些题太牵强附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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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一粒沙，考的撒哈拉
按理说，数学是考查学生运用数学

思维和数学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题目应该简单直白，

让学生把精力放在解题思路上，
而不是做阅读理解。

在家长圈里，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学的一粒沙，
考的撒哈拉。意思是指
“考的不教，教的不考”。
不少家长可能怕孩子考
不好，于是把孩子送去培
优机构超前、超纲学习，
以期望在考试中取得好
成绩。

所以，针对家长的
焦虑，出题者首先要端正

态度，应该考查学生对学科
知识的掌握。当然，出现一
定难度的阅读理解以及出
现生活化的场景并不是
不可以，但一定要有度，

让数学试卷回归数学
本身。另外，从字

数上也要有所
控 制 ，兼 顾

四年级学
生的语

言理解能力，让他们顺利答题。
考试是考查学生学习课本的知识，

不是把学生考倒才是本事。教育部门
曾表示“不出偏题、怪题”，就是为了让
教学适应教育规律，不加码加纲，以免
引发家长焦虑情绪。虽然教育部门说
的是高考，但是这个精神，还是应该落
实到义务教育阶段当中去。

在摧毁孩子“数学自信”
我不知道那些小学生打开试卷看

到这些题后的感觉，估计很多人内心是
崩溃的。好的命题，能让人在艰难的障
碍逾越中获得一种“解题”的成就感，在
读懂“玄机”中与命题者会心一笑，还想
难倒我？而这种“刻意要考倒学生”的
命题，则是在摧毁学生的学习自信，破
坏孩子对数学的兴趣，让学生对学习产
生心理障碍。

偏离了学科知识、方法和真实应用
本身，心思花在绞尽脑汁“考倒难倒”孩
子上，表演命题花哨的优越感，这种无
意义的折腾，折腾了学生，折腾了数学，
更折腾了教育。不是说减负吗？如今
学生的学生压力本身就大，小学就背着
重重的书包，早出晚归，兴趣本就被学
习重负所透支。期末满满一张充斥着
怪题、难题、超纲题、奇葩题、出轨题的
试卷，又狠狠给了他们一闷棍。

可能不少孩子是哭着走出考场的，我
更担心的是他们“数学自信”的被摧毁，满
满一张试卷都在嘲笑他们：你不行。

避免试题太绕，也是一种减负
近些年，随着教育理念不断革新，中

小学阶段跨学科、情境化、综合运用的题
目多起来，题目设计也更加贴近真实的
生活场景。应当说，这一变革出发点是
好的，但凡事要有度，否则容易脱离学生
的学习实际、能力水平和思维特点。

题目简洁、直接一些，某种程度上
也是减负。当一场考试需要集体延长
时间，本身就已经说明试题设计不够合
理。成年人看孩子的试卷，往往会代入
自己的“当年”，但是当家长乃至教师普
遍感到一些试题过于难、绕、抽象时，这
种反馈也应该被及时倾听，成为促进命
题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参照。

部分试题成为“争议话题”，其实也
反映出教育理念变革中需要解决的问
题：一方面，试题跨学科、情境化要避免
硬撮合、两张皮，增强情境创设的真实
性、典型性和适切性；另一方面，试题更
加生活化了，教学过程也要与之匹配，
更加注重孩子参与活动、感知生活、与
人交际等方面的能力。

教育问题无小事。一份试卷、一道
考题，背后往往是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心
血，大家关注试卷的质量、难易，也都是
希望教育越来越好。期待一番讨论过
后，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能够被采纳，让
考试题目能真正适应所在年龄段孩子
的特点、符合教育教学规律。

综合南方都市报、极目新闻等

记者采访了国家级骨干教师、中国
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黄东坡，他看完
这份数学试卷后表示，“情境化、跨学
科、增加阅读量，这是新中考新高考的
新特点，但凡事要有度，否则只有形式
而脱离学生的学习实际、能力水平和思
维状况。”黄东坡指出，找到适量阅读与
高阶思维的契合点，且突出对数学本质
的考查才是正道，否则只能是形式大于
内容，热闹一时。

黄东坡补充道，小学数学除了计算、
推理、数据分析等关键能力的培养，还需
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信息整
合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广州一重点中学数学名师周老师
表示，整张卷子阅读量太大，这会导致
学生在有限的考试时间内无法完成所

有题目，影响学生正常发挥。
不少家长猜测，深圳南山这份试卷

是为了适应中高考的改革，毕竟高考数
学题阅读量也越来越大。周老师强调，
这是对高考数学的误解。“其实早在三
年前，高考数学就开始‘瘦身’了，新高
考数学题量有所减少，更注重考查学生
的思维能力，倡导‘多想少算’，题目思
维量充足，学生若能充分思考，可能会
发现更巧妙的解题方法。”

周老师表示，为了适应情景化和生
活化，在数学试题里出现两三道贴合生
活场景的数学题无可厚非，但不能整张
试卷全是这样的题。“数学的核心素养
之一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
数学学习，学生能够锻炼自己的思维品
质，提升逻辑推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对于小学生而言，数学学习要重视计算
能力的培养，确保学生在计算运算等方
面能够过关，为后续的数学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

周老师指出，数学题目可以适度地
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如小学高年级学生
可以学习一些与购物打折、年龄问题等
相关的数学应用，这有助于训练学生的
思维，“但不应过度生活化，不应为了生
活化而强行将所有数学概念套入生活
场景，这样反而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不
利于数学本质的理解和掌握。”

周老师强调，不管如何变革，数学
的本质依旧是追求简约之美，避免过度
复杂化，“我们的老师在实际教学中应
该让学生领略到数学本身的思维之美，
培养数学学习的兴趣。”

教育局回应 试题比较综合 顺应课改方向
昨天，南山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

员向记者确认，确实有期末考试延迟
20 分钟的情况。数学试题是由南山
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出的，具体情况需
咨询教育科学院。记者多次拨打南
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电话，均无人接
听。

南山区教育局监督投诉电话接线
人员告诉记者，已经关注到网络上反
映的四年级数学考试试题难的情况。
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比较难的原
因是新课程标准颁布以后，国家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命题方向和重点发生了
比较大的转变，“（试题）比较综合一

点，主要还是想要让学生在现实生活
中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解决数学问
题，四年级学生可能在第一次接触考
试不太适应也是正常的。这是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相信孩子们以后会适应
的。接下来还是会顺应课改方向，体
现学科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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