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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生长的小学奥数竞赛
一边“被取缔”
一边“换主体”招募

“‘希望杯’被取缔了？”“比
赛还能参加吗？”

11月9日，教育部下发的一
则通报在教培圈里激起巨大
浪花。

在《关于面向中小学生违规
竞赛问题查处情况的通报》中，
教育部直接点名了“希望数学”

“数学花园探秘”“华数之星”“国
大联盟”等多项违规竞赛。

教育部在通报中指出，“希
望数学”原名“希望杯”，相关赛
事为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他企业违规举办，“目前，该竞赛
已被依法依规取缔。”

众所周知，“希望杯”“迎春
杯”“华罗庚金杯”和“走美杯”被
称为四大杯赛，曾是小学领域知
名度最高的全国性奥数比赛。
在发展过程中，四大杯赛与小升
初“升学”挂钩，越来越多的家长
和学生被裹挟其中。

这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第一
次出台“禁赛令”，但小学奥数比
赛却屡屡换“马甲”重生。

在“禁赛令”“双减”政策背
景下，这些比赛的举办方式和隐
秘程度大大升级：“迎春杯”被包
装为“‘萤火之夏’北京自然研学
营”，“华数之星”则被包装为“航
天云端科技嘉年华”。从对外公
开信息中，很难寻觅到“考试”

“比赛”的影子。
记者注意到，在教育部下发

通 报 当 日 ，希 望 数 学 的
“2023IHC思维挑战冬令营”仍
可报名缴费。与通报中“被取
缔”的希望数学活动相比，二者
举办主体不同，但内核都为奥数
比赛。

微信公众号“hopeMath希
望国际”9月 2 0日发布推文

“2023IHC思维挑战冬令营，来
了”，内容中通篇未提到“考试”

“比赛”字眼，而是以“思维挑战”
“闯关游戏”“解决问题”代之。
该公号提供的人工客服企业微
信账号显示，其所属团队为“希
望数学国际邀请赛组委会”。该
公众号还提供了希望国际官网
主页的网址。

此次活动所称的“思维挑战
游戏”是什么？登录官网可发现
一些端倪。在网站“下载专区”
中，有多份资料供下载，其中包
括2022、2021年“思维挑战冬令
营六年级真题”，内容为40道奥
数题。

活动不接受个人报名。官
网要求，成为 2 0 2 2 - 2 0 2 3
HopeMath国际会员（包括俱乐
部会员）即可参与“2023IHC思
维挑战冬令营”，但网站不提供
登记通道，“登记只能通过认证
的学校、组织、机构或老师进行，
请联络给你此网站的授权会员
单位或老师获得登记链接。”

记者以家长身份通过登记
二维码进入“2022-2023希望国
际会员注册北京市报名通道”，
填写基本信息后，缴纳会员费
365元，支付成功后，账单显示收
款方为“彗星海科技有限公司”。

报名“2023IHC思维挑战冬
令营”后，家长会被拉到一个微

信群中。教育部下发通报当日，
有家长在群里质疑“希望数学是
否还可以参加？”群里工作人员
回答称：“现在的活动主体是
IHC，关系不大，没有通知不能
参加。”家长提问“IHC是什么？”
得到的答复是：“就好比一个大
公司旗下的小公司。”

虚构的行程与隐秘的考试

就在报名2023IHC思维挑
战冬令营的家长担心比赛能否
举行时，已经参加完暑期奥赛的
家 长 在 等 待 孩 子 的 获 奖 证
书——— 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它会
被家长们作为筹码之一，写进孩
子的小升初简历里。

10月末的北京海淀黄庄，银
杏叶落了一地。“双减”之前，这
里被戏称为“宇宙培训中心”，自

“双减”政策落实以来，驻扎于此
的大多数培训机构已人去楼空。
红极一时的标志性建筑银网大
厦，如今也稍显冷清。

位于大厦A座的一间办公室
内却异常忙碌。两排办公桌上、
椅子上摆着一沓一沓的获奖证
书，三位工作人员正在将证书一
一打包，准备向家长寄送。

经与工作人员确认，此处为
纳约数学办公地。从外面看，这
里没有任何招牌、标识，办公室
大门上贴着一张疫情防控公示
及健康宝场所码，显示该地为

“中文未来教育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天眼查显示，纳约数学
为“北京知传天下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旗下品牌，而“中文未来教
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其
股东。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机构给
家长寄送的获奖证书包括“2022
年‘数学花园探秘’研学夏令营”

“2022航天云端科技嘉年华”“希
望数学2 0 2 2国际精英挑战
赛”等。

其中，“2022年‘数学花园探
秘’研学夏令营”证书落款及盖
章为“数学花园探秘科普活动组
委会”，该活动即广为人知的“迎
春杯”。“2022航天云端科技嘉年
华”证书落款处显示为“‘华数之
星’青少年科学思维俱乐部活动
委员会”，工作人员称，这就是

“华杯赛”。
在不久前的暑假和秋季，诸

多为竞赛证书奔走的家长们，通
过各种神秘的方式，完成了从报
名、培训、考试到领奖的全过程。

一名家长回忆，7月30日，一
培训机构告知家长“DSS”（迎春
杯大师赛缩写）的报名费用，在
群内下发通知，并发起群收款。

记者从多个渠道获取了名
为《“萤火之夏”北京自然研学
营》的活动通知。通知显示活动
时间为8月8日—8月11日，活动
对象为小学三至五年级学生，同
时公布了日程安排，包括“走进
自然遗产，体悟自然的鬼斧神
工”“对话神奇物种，感受自然魅
力”等，全文不提“考试”及相关
安排，且文件没有任何落款。

“行程都是虚构的，实际不
会按照那个来。（出发）当天给发
了个集合定位，大巴车拉着孩子
们就走了，目的地谁也不知道。”

一名家长透露，出发前一天，机
构老师在群里通知了集合时间、
大巴车牌号、需要携带的物品及
注意事项等，并提醒“考试期间
不能自带手表”“不能有计算器，
草稿纸不用带，考场会发”等。
还特意向家长们强调，对于此次
活动的信息和照片“不要发朋友
圈、不要发到任何社交软件”。

后经知情人士证实，此次考
试最终于8月9日上午进行，其中
一处考点位于“北京昌平盛华军
训基地”。

紧随其后，“华数之星”（即
原“华杯赛”）活动悄然在线上进
行。活动被包装成“数字航天
筑梦华夏——— 2022航天云端科
技嘉年华”。

8月底，有培训机构老师在
家长群内发“喜报”，公布其学员
在各项比赛中的获奖情况。其
中，177位学员参加“萤火之夏”
北京自然研学营（即迎春杯），
279位学员参加“华数航天科技
嘉年华”，另外参加“希望数学
2022国际精英挑战赛”个人及团
体比赛的分别有505人及470人。

巨额收益背后的隐秘生意链

在重重政策限制之下，是什
么样的动机驱动主办方变换名
目、违反政策组织大规模比赛？
奥数赛事到底有多大的获利
空间？

仅就竞赛而言，活动主办方
是首要获利方。

以“迎春杯”为例，《“萤火之
夏”北京自然研学营》活动通知
显示，收费标准为4380元/人，并
明确指出，其中包含接送车辆
费、食宿费、保险费、物资、研学
景点及内容等。

成本部分保守粗略测算如
下：每个房间每天费用按400元
计算（容纳2人），即每人每天住
宿费用约200元；餐食、车辆、保
险及物资，按每人每天200元计；
景点门票按100元/人次计。另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活动负责
带队的均为报名培训机构的教
师（费用自付），因此主办方人力
成本甚微。综上计算，活动三天
成本仅1300元/人，即利润约
3080元/人。

记者多方求证得知，此次报
名参与活动的总人数约为3000
（±500）人。粗略测算，短短三
天时间，主办方获利超过900
万元。

而与之关联甚密的培训机
构，也能从中获取巨额利益。

以某培训机构为例，其向家
长告知的“DSS”（迎春杯大师赛
缩写）报名内部价为6200元/人。
成本保守测算如下：共组织177
人参加考试，4380元/人交给主
办方（组委会）；共派出总领队及
领队共4人，每人3日行程费用由
机构承担（按4380/人计），同时，
招募10名家长志愿者协助带队
（费用自付）；给每个孩子订购一
套队服，按每人100元计。粗略
测算可知，该机构在此项活动中
利润近30万元。

而报名费差价只是机构的
一部分利润，还有一部分来自与
比赛同步销售的考前冲刺辅导

班课程。“每一环节都要赚取一
波利润，而这些负担最终都会落
在家长身上。”一位不愿具名的
业内人士说。

“参加比赛的大部分家长会
选择报课，考前冲刺一下。”一位
家长告诉记者，自己报了一个冲
刺班费用为2700元，再加上
6000多元比赛报名费，“一下子
近一万块钱就没了。”

杯赛成“招生密码”
催生“地下教培经济”

事实上，围绕“奥赛”形成的
利益链条还不止如此。

今年8月，迎春杯大师赛考
试结束后，有家长注意到，每一
道题后面，都会标注该题目的命
题人。随后记者通过网络公开
信息获取了多份往年大师赛试
卷，发现同样每道题都标注了命
题人姓名。在网络上检索这些
名字发现，其中不少人在培训机
构任职授课，或独立授课。

一般情况下，按照规范的试
卷命题工作要求，命题人与“答
题人”之间需保持必要的距离，
以保证考试的公正公平。但迎
春杯大师赛为何不对命题人身
份进行保密？

有知情人士给出答案：“依
靠命题人身份，授课招生就会招
得好。”

同理，担任命题组组长则拥
有更大的影响力。据知情人士
介绍，迎春杯内部组织架构中，
初赛、复赛、总决赛（即大师赛）
分别设有不同年级命题组组长，

“组长职位的影响力可以形成一
个生态，一部分家长会特别追捧
他。基于这一身份的影响力招
生，将带来每年几百万元的收
益。”

记者注意到，今年3月，育儿
类公众号“easy pama爸妈不蕉
绿”曾在一篇推文中介绍了一位
奥数教师，简介中公开指出其为
北京数学花园探秘某年级命题
组组长及总决赛某年级命题组
组长。

随后，记者咨询了该教师课
程报名情况。相关招生老师告
知，线上课程每次课3小时费用
360元。目前，四年级一个班，五
年级两个班，每个班已有几
十人。

除“命题人”外，奥数也成为
部分违规培训机构招生开班的

“密码”。毫不夸张地说，奥数竞
赛催生了“地下教培经济”。

“参赛的孩子中，五年级学
生居多，主要是小升初群体，参
赛是为了升学。”一位从事奥数
教学的教师说道。在他看来，实
际上真正对数学感兴趣的孩子，
不到十分之一。

2018年起，教育行政部门多
次发文“禁赛”，学前教育阶段各
类竞赛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
竞赛被叫停。

然而，违规竞赛屡禁不止，
仍有家长趋之若鹜。21世纪教
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一是
少数学校还存在将招生与竞赛
挂钩的现象，二是少数家长希望
通过竞赛来“打造”孩子的特长。

据《新京报》

““自自然然研研学学营营””““航航天天
云云端端科科技技嘉嘉年年华华””““思思维维挑挑
战战冬冬令令营营””…………如如果果不不是是
业业内内人人士士或或““鸡鸡娃娃””家家长长，，
一一般般人人不不会会知知道道这这些些活活动动
背背后后还还有有奥奥数数的的门门道道，，也也
弄弄不不清清这这些些““马马甲甲””到到底底指指
向向哪哪项项奥奥数数比比赛赛。。

在在““禁禁赛赛令令””““双双减减””等等
政政策策背背景景下下，，小小学学奥奥数数比比
赛赛的的举举办办方方式式和和隐隐秘秘程程度度
大大大大升升级级。。隐隐在在比比赛赛背背后后
的的主主办办者者、、作作为为中中间间商商的的
培培训训机机构构、、被被家家长长追追捧捧的的
命命题题者者…………在在小小学学奥奥赛赛衍衍
生生的的““地地下下教教培培经经济济””链链条条
中中，，参参与与的的每每一一方方都都有有自自
己己的的掘掘金金““密密码码””，，而而为为此此

““买买单单””的的则则是是众众多多家家长长。。

一一位位参参赛赛者者获获
得得的的““数数学学花花园园探探
秘秘””活活动动获获奖奖证证书书。。

一一位位参参赛赛者者获获得得
的的““华华数数之之星星””（（即即原原

““华华杯杯赛赛””））活活动动获获奖奖
证证书书。。

纳纳约约数数学学办办公公地地，，将将
要要寄寄送送给给家家长长的的奥奥赛赛获获奖奖
证证书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