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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向明初级中学年级组长关琦建议!择

校并不是家长唯一应该关心的!更应利用

这近半年的时间!帮孩子顺利转型"

初中增加了很多学科! 每节课的

新授知识量也猛增很多! 老师的授课

方式!包括语音#板书#思路#要求以及

某些教学习惯! 都和小学有很多不同"

很多孩子进入初中后都会因此而不适

应" 家长不妨帮孩子养成两个好习惯$

一是预习! 把第二天的功课尽可能看

懂!并找出不懂的地方!做出标记!在堂

上重点留意!培养自学能力%二是多请

教!主动把自己的学习状况和困惑告诉

老师!从一开始就不能&欠账'"

此外!升入初中后!孩子将面临人

生的第一次&大考'压力(((中考!而

这个时候孩子正好进入青春期! 首先

需要的是家长在心理上更多的关注"

家长应该鼓励孩子主动交流! 积极去

熟悉新的班级和同学! 大胆和同学搭

话!热情为班级做事" 这样!无形之中!

就和同学#老师&混'熟了!朋友多了起

来!在集体中体现自身价值"

本报记者 陆梓华

! ! ! ! !" 世纪教育研究院于
!#""年秋季新学年开学后做
了一次家长的问卷调查。在回
答“您曾经或正在进行‘小升
初’择校吗？”这个问题时，择
校和不择校的家长人数各占
一半。有四成家长认为现在
“小升初”的情况非常严重。

调查发现，家长在为孩子
“小升初”做的择校准备，基本
上集中在参加初中“占位班”、
参加培训机构的奥数班、英语
班、作文班以及参加艺术特长
培训等几个方面，其中又以参
加“占位班”和奥数班的比例
最大。在回答“孩子每周用于
‘小升初’课外培训的时间”
时，四成家长选择了 $小时，
各有两成家长选择了 %小时
和 "小时，另外还各有一成
的家长选择了 & 小时和 "#

小时。调查还发现，为了择校
四成以上的学生参加了至少
两年的奥数班。
当然，家长对于“小升初”

的负面作用，也是心知肚明
的，认为由于一部分初中的选
拔乱象给孩子造成的不利影
响，最突出的表现是课业负担
过重、滋生厌学情绪、损害健
康、强化了社会不公平感受。
因此，有九成家长认为“应该
禁止课外培训班涉足‘小升
初’”。而要解决“小升初”问题，家长们
认为首要的就是“均衡教育资源，有效
缩小学校差距”。
“破解小升初的乱象，主要在于监

督政府履行投入责任。”!" 世纪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按照《义务
教育法》，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应实
行免试就近入学。因此，遏制择校热，
避免“小升初”时的“拼爹”现象，最关键
的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校际之间
的差距。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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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学段毕业班
的学生来说，寒假过后
的新学期开学就意味
着“升学”进入了最后
的攻坚阶段。究竟是让
孩子就近选择公办学
校就读，还是拼一拼往
热门的民办初中挤，成
了很多人不得不面对
的艰难选择。家长们疑
惑，怎样的学校才是真
正适合自己孩子的学
校？是不是只有早早未
雨绸缪，才能让孩子有
底气应对将来愈加激
烈的竞争。

期待“鲶鱼效应”
虽然儿子今年只有四年级，但家住

黄浦区的姜女士已经开始为明年的升
学问题伤脑筋。她的目标是区内一所知
名民办初中，觉得“男孩子，压力大点有
好处”。
姜女士回忆，儿子读小学以前，自

己坚定地奉行“快乐学习”准则。因此，
她让儿子在日常生活中随意地认字之
外，几乎没有额外的课外辅导班经历。
幸运的是，姜女士户籍对口的小学也算

是区内名校，儿子顺利地进了该校。进
去以后才发现，班上“牛人”无数。有女
孩一进校就能写一手工整的铅笔字，有
男孩在几年中奥数竞赛屡屡摘金夺银。
虽然姜女士对这些家长的高压政策不
以为然，也感受到不小压力，但她也感
到“鲶鱼效应”带来的好处。在这样一个
高手如林的环境，促使自己始终盯紧孩
子不能掉队。她觉得，儿子天资不错，性
格大大咧咧，如果能通过未来一年的努
力拼进名校，新环境里，又会有新的“鲶
鱼”让儿子更加努力。

着重能力培养
“能给予孩子发展空间。”这是“我

们零距离”论坛网友高先生对好学校的
定义。“民办学校总是要考的，但即使进
普通公办学校我也相信孩子能取得成
绩。”他给读小学的儿子报的且坚持至
今的兴趣班只有两个———机器人和剪
纸。他认为，一技之长或许比名校的经
历更重要，孩子在机器人活动中培养出
的观察能力、对图形的敏感力以及团队
合作精神等，可以让孩子受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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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建议
! ! ! !“家长不要一窝蜂冲着名校，没有
十全十美的学校，为孩子找到一所适合
自己的学校才是最重要的。”某知名民
办小学校长告诫家长，对一个十来岁的
孩子来说，让他做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
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学会发掘孩子潜力
南模初级中学是徐汇区一所公办

初中，大部分孩子都是就近入学，校长
郑芝英坦言，其中不乏有孩子是因为没
有被其他名校录取而回归公办学校。但
是，落选名校，并不意味着孩子就失去
了成功的可能。

男生小林就是去年毕业生中的佼
佼者。班主任刘金介绍，入校之初，小林
一点不出挑，但是，老师很快发现，他喜
爱运动，在学生中挺有号召力，就让他
试着做了班级体育委员。从来没有当过
班干部的小林，一开始连整队喊口令都

不会。但是，经过老师的指导和一次次
的锻炼，他的能力得到了飞快提升。从
每天广播操出操到外出活动整队，小林
的工作主动又负责。工作中培养出的责
任心和集体荣誉感，也对他的学习起到
促进作用。他的成绩逐年上升，到初三
时基本保持在年级前十名。最终，他经
学校推荐，被南模高中自主招生录取。
“公办初中相对而言可能竞争压力

小一些，这为孩子身心多方面发展提供
了空间。”郑芝英说。

“鸡头”机会未必少
很多家长纠结，孩子拼尽全力进入

名校，或许只能当“凤尾”，但是，在普通
中学可能可以轻松当“鸡头”。“鸡头”
“凤尾”究竟该如何选择？

中国中学党总支书记王亦群给出
客观建议———基础一般的孩子可能更
适合去普通公办学校就读，压力相对较

小；学习习惯好、读书不吃力的可以挑
战一些办学质量较好的民办学校，不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孩子在五年级要在
数学、英语两门学科上学得超前一些。

民办学校的优势在于生源经过一
定筛选，水平比较齐整，无论是师生之
间还是同学之间，都有相互促进的作
用。但是，选择公办学校同样也有优势。
王亦群帮家长算了笔账———现在本市
中考，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都有自主招
生名额，通过学校推荐和个人自荐录
取。另外还有名额分配制度，由区县教
育行政部门按照本区县各初中学校
应届毕业生在籍且在读报考人数比
例，将招生名额平均分配到本区县内
有关初中学校。在高手如林的名校
里，要想获得推荐或者名额分配，势必
竞争非常激烈；同样这名学生，如果他
就读的是普通初中，“跳”出来的机会就
要多很多。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转型准备期，培养习惯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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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观点

没有十全十美学校 只挑最适合的

“加压”或“减压”不再盲目跟风

小
升
初

! 孩子补习喊累!家长跟着奔波叫苦

王丹),-.

! 学习习惯好才能学得更轻松 ,-.

"

家长都盯着名校! 孩子的

压力可想而知 王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