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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校打造數學優才奧校打造數學優才奧校打造數學優才奧校打造數學優才    

【明報專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於 1995 年由天才教育協會創辦，是註

冊的慈善機構，推動資優生在數學方面的發展。有興趣報讀者，如經評估

後入學，須繳交學費，但成績優異者可獲獎學金。校長梁瑞萍（圖）稱，

學好數學多少要靠點天分，若沒有的話，靠勤力也可彌補，但必須從小做

起，初小時必須打好根基，加減乘除的概念要穩固。 

網址：http://www.hkmo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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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右）和兒子王溥渝（左）。

王浦渝除了具數學天分外，中

文成績也優異。 

小三天才每逢測驗便興奮小三天才每逢測驗便興奮小三天才每逢測驗便興奮小三天才每逢測驗便興奮 

【明報專訊】就讀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小三的王溥渝，也是在奧校接受培

訓的數學小天才，因為年紀尚幼，暫時沒有適合其年齡參加的數學比賽，

但媽媽說，兒子 3 歲時學習公文數，是班中年紀最小卻又學得最好的一個；

升小一時，已有能力學習三四年班的數學。在一次學校的開放日中，老師

想了很久仍未能完成的數學遊戲，他「三扒兩撥」就完成了。「他每逢測

驗便興奮，因為不用溫習已能拿高分，能夠證明自己的能力」。 

麻將車牌練習加數 

王太說，兒子未懂說話時，已見他對數學極敏感，例如喜愛按升降電梯掣、

會注意巴士路線和泊車號碼，她並沒有特別栽培兒子，但會在日常生活中

多給他機會接觸，如看見車牌，便問他四個數字加起來是多少；一年班時

曾利用麻將玩數學遊戲，拿起一堆筒子，問他加起來共有多少個圈。 

王太認為，要學好數學，除了講求天分，也靠後天努力。「他每天會自動

自覺做半小時數，時間不用多，但要持之以恆。做奧數的比賽題目能真正

訓練思考和解難能力。」她也着重訓練態度，一個方法不行，便要試第二

個，不要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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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安迪即席示範數學題，不一會

兒便寫滿了整塊白板。他說要把

數學學好，需要興趣加上勤力。 

 

愛計數愛計數愛計數愛計數    愛解難愛解難愛解難愛解難    

【明報專訊】14 歲的盧安迪自小五在全港性奧數比賽中獲得金獎後，

即獲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下稱奧校）免費培訓；小六時又在國際性

數學比賽中奪得金獎，數學才能嶄露頭角。雖然年紀小小，卻曾破解前

人無法解決的數學難題。今年暑假，他更獲政府主辦的資優計劃推薦，

到科大修讀學分課程。 

媽媽說，兒子並不是數學天才，二人均認同：成功須苦幹！ 

破解 18 世紀數學難題 

盧安迪是聖保羅男女中學的中二生，他在家中看數學書時，常會津律有

味地說：「好正呀！這個解題好好呀！」他說，遇到一個好的解題，感

覺就像看到一篇美妙的文章。他曾經看過一本數學歷史書，書中描述了

一條 18 世紀時無法解決的數學難題「分劃數的通項公式」，便即時拿

起筆來，拚命地計呀計，最後，難題竟然給他破解了，令他興奮不已。

誰料繼續把書看下去，才發現早在 20 世紀已有人捷足先登，雖然如此，

他的思路和對方如出一轍，令他非常開心。 

 

盧太修讀法國文學，害怕數學，

卻願意與子同行，陪他一起學

習，給予支持。 

盧太說：「兒子自小並非特別叻，但很好學，對知識有所追求。」 

盧太從前在北京大學修讀法國文學，後留學比利時深造法文，回港後曾

當編輯及即時傳譯法漢語；丈夫則是電訊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因為經

常要出差公幹，盧太便毅然放棄事業，栽培兒子的重任落在她一人身上。 

現在兒子稍有成就，做母親的當然開心。「我並不是因為他奪獎才開心，

而是看見他成熟了、思想拓闊了。獎項就像路標，它告訴你的水準所在，

更重要的是他所要走的路。」 

盧太說，兒子小時候間中會和他玩玩啤牌，自小並沒有特別在數學方面

栽培孩子，直至小五時，比賽讓他的數學才華得以顯露。 

陪太子讀 「數」發掘興趣 

盧太修讀文學，雖對數字恐懼，但當時為了栽培兒子，仍硬着頭皮陪太

子讀書，遇有不明處，要兒子解說，聽罷縱然一頭霧水，卻會裝作明白。

她解釋：「和他一起學習，孩子會投入一點，覺得自己並不孤獨。」 

「家長應該扮演引導的角色，看見他有興趣，便創造條件。別用霸權的

方法，也不要監督着他，過程中看到孩子遇上困難，要幫助他，跟他一

起解決。他考試、比賽做不好時，我從不會罵。」 

她又說：「培養孩子，並不是要他應付學校的功課、背多少課書，而是



要他擁有各方面的能力，如理解、寫作、解難等，這些才是伴隨一生的。

學習奧數，就可以訓練解難的能力。 」 

 

盧安迪曾在國際性的數學比賽中

奪得金獎。盧太說獎項是路標，

最重要是兒子所走的路。 

 

 

時間優選法增效率 

問盧安迪怎樣才能把數學學好？他答得頭頭是道、非常得體：「首先，

必須對數學有興趣，假如是被迫學習，效果不會理想。有了興趣後，就

要勤力，我每天也會做一個小時的數學練習題。此外，良師也很重要，

因有奧校老師的悉心栽培，才有今天的成績。」 

盧太隨即補充：「堅持也很重要。他的數學才能不是天生，而是一步一

步走出來的。我們家中的練習題，就像他的身高一樣，愈疊愈高，一堆

一堆放滿了書房。」 

吃晚飯時，盧安迪會邊吃邊看報紙或看新聞，實行一心二用。他說：「中

國數學家華羅庚提出了『優選法』，即用最少的材料做最多的產品，我

這個是『時間優選法』，如能好好利用時間，便能提高效率。」他又補

充：「想效率高，做事一定要集中。」 

4 歲習琴 熱愛中史 

這位小小數學家不但邏輯思維了得，他的校內成績亦優異，由小二到小

六一直考獲全級三甲之內；升上中學後，去年中一又獲得了全額獎學

金，這只有全級考頭三名的同學才享有；中二上學期的中英數成績均名

列前茅，最差那一科也是全級三甲之內。音樂方面，他自 4 歲開始學鋼

琴，現在已達七級水平。除了數學獎狀，他在一次全港性徵文比賽中亦

奪得了第一名。事實上，他的獎狀之多，已擠滿了厚厚的文件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熱愛數學如他者，原來也喜歡中史，這一科更從未

考過第二。他最愛看 83 集的歷史長劇《貞觀長歌》，盧太也投其所好，

兩母子每早 6 時起牀後，便會邊吃早餐邊看歷史劇，看一小時才上學。

睡前又會聆聽歷史故事錄音帶。 

談到志願，盧安迪答道：「希望將來能從事跟數學有關的工作，但如果

讀書讀得好，做什麼也不難。」母親也支持：「他有做學問的潛質，他

很安靜、專注，能夠獨個兒思考得很深入。」在她眼中，兒子是個安靜、

理性、隨和的人，從不發脾氣，有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學。  

數學為盧安迪帶來了滿足感：「學數學，就像進入了一條隧道中，一開

始時眼前一片黑暗，不斷探索下，愈見光亮，到最後就是一片光明。」

來日的數學新星會否誕生？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文：潘詠珊    圖：梁偉權    編輯：陳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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