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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徐仙波老师来说，除了这三个博士学生以外，陈冉冉也成为
他教学生涯中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珠心算高手陈冉冉不仅在各大
相关比赛中成绩斐然，还获得了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学位，目前是北
京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一名优秀律师。

陈冉冉告诉记者，她在学前班的时候就跟着徐老师学习珠心算。
“那时候，我会在白天上完课之后参加兴趣小组学习，当时徐老师主要
教我加减乘除运算的方式。”她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徐老师平时的教
学过程，徐仙波十分善于在教学中总结方法，根据学生训练情况制定
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变通。

这样的教学方式，帮助陈冉冉屡次斩获珠心算比赛的大奖。
1997年6月23日，她获得了浙江省第18届心算比赛特等奖，并应邀
去马来西亚访问表演，受到了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接见。在
小学五年级时，陈冉冉凭借优异的心算成绩通过解放军事经济学院心
算队特招测试，进入这支队伍中进行训练。

助力珠心算最强大脑屡次突破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教学理念，能够给幼龄孩子带来强大的驱
动力，引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徐仙波表示，无非是“激发学习
兴趣”“拼搏”以及“培养能力”。

“对于孩子们来说，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非常重要。”徐仙波将其
实践得淋漓尽致。当时，但凡看到孩子们在某些方面比较突出，他就
会及时给予表扬，令学生们的积极性非常高。

“比如学奥数的时候常常会遇到有点难的题目，大多数同学都没
有思路，如果一个学生有想法，我就会鼓励他充分表达出来，即便说
错了也表扬，说对了就更要加大表扬力度，几次下来就会大大提高学
生的积极性。”他说。

而说到“拼搏”，徐仙波表示，主要可以通过比赛来激发学生积极
性。“以珠心算比赛为例，我会在赛前准备密集的训练，并且要求学生将
每次的训练当成正式比赛。”他说，但是到考试前，还是希望学生可以用
平常心来对待。可以说，比赛是调整并锻炼的最佳方式之一。

记者 劳育聪 实习生 房子渲

在教学方式上与时俱进的徐仙波，也得到了慈溪三小众多老师的
认可。慈溪三小校长林建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眼中，徐仙
波老师是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老师，同时也具备创新精神。”

“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珠心算考试，部分同学因为个人
情绪不想参加，徐老师就很耐心地鼓励学生，他对学生的爱不是片面
的，他不仅仅关注学生每一门科目的成绩，同时也会关注学生的品
德。”

不仅如此，徐仙波老师在教学方面的创新也令人佩服。他借用计
算机网络技术，从以前的纸质批改进化到网络上即刻批改，让学生的
学习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以前每个学生的试题都一样，而现在都有
所不同，做到了个性化。“我很欣赏他对事业的这份情怀以及对学生的
爱，真是当之无愧的好老师啊。”林校长说。

三个教学理念秉持教学生涯

高尚师德收获众人认可

1997年，陈冉冉（前排右二）与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后排
右一）的合影。 照片由陈述提供

记者辗转多方了解到，这3位优秀的博士生分别是获得北京
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的金武阳、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物理学博士学
位的陈科技以及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得化学与生物医药工程
专业博士学位的俞洋洋。其中，金武阳目前在加拿大的实验室研
究生物技术；陈科技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博士后；俞
洋洋目前以专职科研人员的身份被引入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
学院，成为一名副研究员，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被评为江苏省的
双创博士。

回忆起小学生时代，俞洋洋记忆犹新：“那时徐老师对我们比
较严格。我非常喜欢数学，从三年级开始就学习奥数。徐老师通
常会使用鼓励启发式的教育方法，让我自己去发现问题，并找到
解决的方法。”

而另一位博士后陈科技在采访中表示，当时整个班级的学习
氛围很好，徐老师善于引导学生思考，对于数学问题的分析也很
到位。小学数学题里有很多应用题，徐老师能抓住学生的思考方
式，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徐老
师对于工作的热爱，徐老师能站在更高的高度让学生对每一个问
题有更好的理解，这也是教学天赋的体现。

当年的慈溪高王小学六（2）班真牛！

这个班级出了三个博士生
这几天，慈溪市宗汉镇高王小学原副校长陈述奔走于各个

村搜集各种各样的材料，准备撰写《慈溪乡贤》一书中关于高王
小学的内容。在整理各种素材的过程中，他发现当年2000级
六（2）班毕业生中，有3个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三个学生
都来自宗汉镇金堂村，更巧的是，他们在同一个班，有着共同的
数学老师徐仙波。

记者在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的珠心算训练室中见到了徐仙
波。这位老师穿着简朴，话不多还带着一丝腼腆，坐在两排液晶电
脑前。2012年，慈溪市政府发布了《关于重振珠心算事业打造特色
文化教育品牌若干意见的通知》。也是那一年，徐仙波进入慈溪三
小成为一名专职的珠心算老师。

回忆起最初在高王小学的生活，他的嘴角露出了笑容：“当时，
我日常要带两个班级的数学课，从1年级一直教到6年级为止，业
余时间则用来教授珠心算兴趣小组的课程，另外还在后来接手了奥
数课程，工作强度非常大。但是，却有一种累并快乐着的感觉！”那
时候，徐仙波平均每天都要批改100多本作业，还要投入时间去备
课、督促学生订正作业等各种工作。此外，对于珠心算这一学校的
王牌项目，徐仙波丝毫不怠慢。早年的题目需要手写并在蜡纸里刻
印后去油印，有时候一张习题纸就要弄一个多小时。这样七七八八
折腾下来，一天光花在珠心算的时间就达到4个小时左右。

相比以前艰难的条件，徐仙波对目前的状况非常满意：“现在学
生们的条件好了，可以借助电脑等工具去学习珠心算，效率要比以
前高很多。”担任慈溪三小珠心算老师的任务也并不轻松——他每
天都要训练兴趣小组里的学生，并且带领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
赛。有时候，一年的赛事多达4-5场。

艰难条件下的坚持与热爱

跟着上述发现，慈溪市宗汉镇高王小学原副校长陈述顺藤摸瓜，
竟然又发现此前在《最强大脑》节目中战胜日本选手辻洼凛音的心算
高手陈冉冉也是他的学生。几次三番的“巧合”背后，不免令人好奇，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能成为这些优秀人才的“交汇点”？

■新闻背景

优秀人才背后的“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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