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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别把“炫技”当创新

一、热点概述

1 月 9 日，深圳南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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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南山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向极目新闻记者确认，确实有期末考试延迟 20 分钟的情

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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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试卷的核心价值，始终在于服务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助力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一张试卷，本应是

对学生一段时间学习成果的有效检测，它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反馈环节，让教师借此洞察教学方法的成

效，从而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其出题初衷绝不是出题者展示个人创意或知识储备的 “秀场”，不应为

了展现独特的构思，引入大量复杂且脱离教学大纲的内容，设置生僻冷门、与学生认知水平严重不符的

题目。

2.原因分析：

（1）教育理念出现偏差。部分出题者未能深刻理解小学教育的本质，过于关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

错误认为高难度题目能展现学生水平，忽略小学生认知局限。他们将出题方向侧重于炫技，以展示知识

储备，而非服务于学生成长，偏离了正确教育理念指引的方向。

（2）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学校、家长对高分数极为看重，促使出题者为提升所谓“区分度”，出

难题怪题。在一些地区，考试成绩与学校评优、教师绩效挂钩，出题者为凸显教学成果，会采用炫技式

出题。

3.对策建议：

（1）加强出题者培训。定期组织针对小学出题者的专业培训，邀请教育专家和一线优秀教师授课，

使其深入理解小学教育的目标、教学大纲和学生的认知特点，提升出题者的专业素养，使其能够设计出

符合教育本质和学生需求的题目。

（2）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学校或教育机构应建立专门的出题审核小组，在出题后，由审核小组

对题目进行严格审核，确保题目符合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水平。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题目，要求出题者进

行修改或重新出题。

（3）完善评价和反馈机制。建立多元化的出题评价体系，注重题目对学生学习兴趣、思维能力和

综合素养的培养效果。通过学生的答题、教师的反馈以及家长的意见，全面评价题目的质量。定期收集

教师、学生和家长对题目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出题方向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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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在当前小学教育领域，部分出题者在出题时过度追求新颖奇特、使用高难度知识或复杂表述，

将出题当成个人炫技行为，甚至有小学出现了因为期末试卷太难而考试延时的情况。对此，请问你

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过渡-对策-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小学教育阶段，本应着重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夯实基础，可如今部分出题者过度炫技，致使小学

考试出现诸多不合理状况，如试卷过难致考试延时。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与深刻反思，它背离了

小学教育的初衷，对学生成长极为不利。

第二步——危害：

其一，打击学生学习积极性。小学生正处于学习兴趣培养的关键期，题目过难会超出他们的理解和

能力范围，而当学生频繁遭遇挫折，容易产生挫败感。长此以往，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将被消磨，甚至可

能引发厌学情绪，严重影响后续学习生涯。

其二，干扰正常教学秩序。教师依据教学大纲开展教学工作，过难的题目意味着教学内容与考试内

容脱节，会使教师难以把握教学进度与难度，不知该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影响日常教学计划的执行，降

低教学质量。

其三，影响教育评价准确性。考试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和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炫技式出题无

法真实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教师的教学水平，会导致教育评价结果出现偏差，无法为教学改进

提供有效依据。

第三步——过渡：

炫技式出题是对教育创新的片面理解与错误实践。真正的创新应服务于教育目标，有助于学生成长，

而非为了创新而创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这种错误的出题倾向，让小学出题回归正轨，真正服务于

学生成长与教育发展。

第四步——对策：

第一，加强出题者专业培训。定期组织针对出题者的培训活动，邀请教育专家深入讲解小学教育目

标、课程标准以及小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开展出题技巧专项培训，引导出题者在保证题目科学合理的基

础上创新，避免走入炫技误区。

第二，构建严格出题审核机制。学校或教育部门成立由资深教师、教研员组成的审核小组，对每份

试卷在考前进行严格审查，不仅检查知识准确性，更要衡量题目难度是否适中、表述是否清晰，确保符

合小学生的实际水平。

第三，建立多元评价与反馈渠道。构建涵盖学生成绩、学习过程表现、兴趣发展等多维度的评价体

系，淡化对高难度题目的考查，同时畅通教师、学生、家长的反馈渠道，鼓励各方对不合理题目提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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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以便及时调整出题策略。

第五步——总结结尾：

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根基，关乎学生的未来发展。杜绝出题中的炫技行为，让出题契合学生实际，

是保障小学教育质量的关键。各方需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教育出题环境，助力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