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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张炯强 特约通讯员 焦
苇）日前举行的上海市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会
议传来信息，本市各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已形
成较完善的资助体系。!"#$年上海普通高等
学校共资助学生 #%&'(万人次，资助总金额
!$'#)亿元，受资助学生中涌现了一批自主创
业、学术有成、国际上获奖、懂感恩和具有社
会责任感的优秀代表。“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
经济困难而失去终身发展机会”，成为上海高
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目标。会上，“上海市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揭牌。

截至!*#$年#!月)#日，&+所上海普通高
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人，占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的
#&,-%.。本市高校各类奖助学金既激励了先
进，又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学年，市属高校共有00)名学
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名学生获得上海市
奖学金，#)()$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从今年起，除了进一步健全资助工作政

策体系，市教委还高度重视提供人性化服务。
本市专门将有关资助政策放入高考指南和中
招指南，为困难家庭的孩子释疑解惑，确保他
们不因经济困难影响报考。同时，市教委开通
了上海学生资助网，为学生了解政策、办理相
关事务提供更多便利。

! ! ! !如何保证义务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公
开？如何进一步推进上海高考改革总体方案
的顺利落实？如何看待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昨
天，市教委主任苏明做客民生访谈节目，回答
当前上海教育改革进程中的种种热点问题。

中小学质量有保证
眼下正值幼儿园、小学、初中报名阶段。

苏明说，近年来上海通过促进城乡基础教育
一体化、推行学区化和集团化办学等系列措
施，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整体均
衡水平已经比较高。但是，客观上仍然存在非
理性、盲目性的“择校”行为，这不仅影响了入
学公平，而且给各区县准确预测适龄儿童入
学数量、有效统筹基础教育资源等造成了不
小干扰。因此，本市从今年开始启用了“上海
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这样做的目的是
保证入学机会公开透明，杜绝因信息不对称

给予房产中介炒作的机会，缓解家长入学焦
虑，也让家长、社会一起参与监督，形成有力
的社会监控体系。这个报名系统已提前将公
安、人社和幼儿园信息导入整合。该系统接受
信息登记的时间是 $月 ##日至 )*日，在幼
儿园就读的，可统一到幼儿园进行登记；不在
幼儿园就读的，可到区县规定的地方进行登
记。请家长按照区县和幼儿园的统一安排和
通知，有序进行入学信息登记。

实际上，上海义务教育阶段不存在所谓
的“入学难”，很多人所说的“入学难”，其实是
一种“过度择校难”。目前，上海义务教育学校
的教育质量是有保证的，对于绝大多数家长
来说，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今年高考保持稳定
去年%月#%日市政府公布了上海高考改

革总体方案。市教委将于近期启用全市统一

的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提
供规范的统一标准管理，确保数据真实。

苏明说，按照高考招生“三年早知道”的
原则，新方案是从 !*#+年开始实施的。所以，
今年的秋季高考政策基本延续往年，没有大
的变化，请各位考生安心备考。今年秋考的志
愿填报时间与往年一样，仍然是在 0月中旬。
建议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水平，综合个
人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和高校办学特色
等因素来填报志愿。同时，在填报志愿时，要
保持院校志愿之间的合理梯度，努力避免出
现“志愿踏空”现象。此外，上海历来鼓励考生
志在四方，踊跃报考外地高校。

高素质人才存缺口
去年本市大部分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都

在 %0.以上，但仍有一些人觉得“就业难”。对
此，苏明解释说，在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

情况下，上海方方面面都为大学生就业做了
大量工作。!*#$年，共有 !,%+万家用人单位
到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登记用人需求，对应
届生需求的岗位总数为 !*,*&万个，比 !*#)

年增加了近 )*.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一些用人单位的需求

与大学毕业生的过高期望、素质储备还不匹
配。主要表现在用人单位对员工吃苦耐劳、稳
定踏实的需求，与毕业生较高的薪资期望和
岗位预期之间存在矛盾；用人单位对员工实
践能力强、上手速度快的高要求，与毕业生实
践经历储备不充分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高
素质应用技能型人才存在缺口。市教委已要
求各高校的“一把手”必须亲自抓早、抓实、抓
好今年的就业工作，主动走访对接相关地区
和企事业单位，充分依托教师和校友资源，开
拓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市教委负责人解答当下教改热点问题

小学初中入学难源于!过度择校"

! ! ! !前韩国队主教练车范根、世界足球小姐
孙雯、著名国脚成耀东和区楚良……前天，这
些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上海教育博览会现场，
一场“校园足球”高峰论坛在此举行。

读书太忙、功课太多、场地太少、冲撞太
危险……当很多家长以种种理由把孩子拉离
球场的时候，这些曾经叱咤绿茵的球场高手
们却说：学踢球，也是学做人。

踢球只为成球星!

踢球是为了什么？成为球星？获得声名？
享受胜利？孙雯为论坛特意制作了 112，并用
大字表明，“成长和学习比胜利更重要”。
“在踢球的过程中，孩子感受到快乐，感

受到友谊，懂得了按照规则公平竞争，这些，
就是绿茵场能教给他最好的道理。”孙雯特意
引用了国际足联的理念，“足球的学校就是人
生的学校”。
每次看到有小胖墩为了通过体育考试吭

哧吭哧练跑步，她都挺担心，一方面，突击训
练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苦练”只会
磨灭孩子对运动的兴趣。在她看来，能让孩子
通过足球感受运动的快乐，那就是件很幸福
的事情了。

“即使将来不踢球，能健康成长起来，未
尝不是好事情啊！”韩国职业足球联盟（3联
盟）主席金元东说，在韩国，从小学、初中到高
中直至走上专业足球道路的，不足 0.，但
是，很多人的人生因为足球而更快乐、更充
实。在他看来，做一名会踢球的牙医、会踢球
的老师、会踢球的足球记者，也没什么不好。

踢球会影响读书!

对于球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
孙雯并不赞同。“足球场上的每个位置都有不
同的责任，每个人既要清楚自己的责任，又要
懂得不能单兵作战。”孙雯说，这种位置感和
团队精神，就是足球给予她们一生的财富。并
且，要把球踢好，要动足脑筋，注意力、预判能
力、解读比赛的能力，一个都不能少。

曹杨二中开展女足运动已经有 !!年历
史，先后输送了 -)名国家队队员、-&名国青
队队员和 ))名国少队队员。“谁说踢球的孩
子功课一定就差？”校长王洋非常赞同孙雯的
观点。前年，该校有一名主力球员在“千分考”
中表现优异通过复旦大学自主招生，也有球
员被高校建筑系录取，进入大学后成绩优秀。

本报记者 陆梓华

不让学生因经济困难
失去发展机会 小胖墩成绩大都不好

! ! !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肥胖，不仅影响
孩子的健康和外貌，也会对孩子的成绩和表
现造成影响。在刚刚结束的上海教博会上，一
项针对本市 %"""名 +至 -&岁中小学生的调
查表明，肥胖学生的肥胖指数与学习成绩呈
负相关。
负责本次调查的思来氏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这项统计涵盖本市包括中心
城区、郊县在内的多个区县，本市中小学生中
+!'-.正常体重，%'-.肥胖，超重的孩子则有
--'%.，另有 &'%.的孩子偏轻。

值得关注的是，孩子的“肥胖指数”也和
学习成绩呈现负相关，且随着年级上升，这种
相关性更加明显。肥胖孩子担任学生干部的

比例也受到影响。在 (-').的学校中，随机抽
取同等数量的配胖学生和正常体重学生为样
本，前者担任中小队长的比例比后者低 -".

以上。&0.的学校中，肥胖学生获得各类奖项
的概率是比正常学生低 !".，(-').的学校
中，肥胖学生担任中小队长的比例比正常体
重学生低 -".以上，在中学时期从正常体重
变成肥胖的学生，社会实践不足的情况相当
普遍。
“胖孩子表现不佳，或许和其在伙伴中受

到嘲笑以及自身缺乏自信有关。他们的身材
有可能会引起同辈交往的困难，从而影响其
对上学的态度，值得引起家长和老师的重
视。”调研人员说。

针对本市!"""名#至$%岁中小学生调查表明

! ! ! !曾经叱咤绿茵的他们在!校园
足球"高峰论坛上呼吁###

学踢球#也是学做人
! ! ! !从打面、整
形到送入烤箱，
每一个步骤无
不体现烘焙师
精益求精的职
业精神……近
日，虹口区澄衷
初级中学学生
来到面包房，体
验烘焙师的工
作。作为上海中
小学生职业启
蒙教育与职业
规划教育项目
试点学校之一，
澄衷初级中学
始终致力于挖
掘社会资源，为
学生提供职业
体验机会，让他
们了解职业特
点，感悟职业品
质，从而化为学
习动力。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初中生
体验
学厨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