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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就在不少家长纠结本地高中
“排行榜”时，有一些几乎完全是拷
贝国内排行模式的“海外高中排行
榜”也悄然在家长圈里流传。近日，
记者在金吉列留学全国巡回招生面
试会上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海外
高校并不十分看中高中的排行榜，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们更
注重的学生的个人综合素质和高中
的推荐。
在现场的各国摊位前，几乎每

个招生官都会在推介时提及中国家
长特别看中的“排行榜”问题。以美
国为例，美国大学其实并没有官方
排名，一般出现的有 !"#$%&"排
名、美国国家研究会排名等等，中国
学生和家长一般会更多相信“!"'

(%&"”的排名。学生往往在研究学

校具体排名的时候会一头雾水，不
知道从何下手，以什么排名为标准。
其实，学校的排名是各个方面综合
而评的，学生并没有必要一定要选
择一个在什么名次上的学校，真正
适合自己的，在自己选择的专业上
有突出的就是好学校，也就是适合
你自己的学校。
金吉列咨询官说，美国大学的

审核不是唯分数论的，更不会关注
你所读的高中的排名，而是必须对
申请者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量，所
以建议学生可以提前规划各类竞赛
及课外活动，争取得到名校老师的
推荐信和成绩单。同时，在提交自己
的申请报告时，如果能附上高中校
长的推荐材料，那也是会很加分的。

本报记者 王蔚

#争议榜单$仍在扩散

“让学生进入合适的学校，接
受合适的教育”，历来是教育界普
遍推崇的育人理念之一。然而，就
这条理念，不仅说起来不容易，真
正奉为圭臬更难。就在今天，据记
者从沪上一些高中得到的消息，仍
有个别学生“人在教室心有不甘”，
还在指望“借读”“转学”，希望到
“更好”的学校学习。一张所谓的
“)*+, 年复旦交大综合评价录取
上海入围人数最多的 ,-所高中”
排行榜，已经在网络上流传了一个
多月，虽然颇受争议却又屡屡被四
处扩散。

在这份榜单中，上海中学继续
位列第一，但已受到华东师大二附
中和复旦附中的挑战，两校入围人
数直逼上中。此外，七宝中学位列
第四名，着实让不少人惊讶。有业
内人士称，除了顶尖的四大名校再
加上七宝中学，其他老牌市级示范
性高中在这份榜单中发生起起伏
伏是很正常的。今年有三所高中
明显“退步”，这也成为今年榜单
的一大看点。此外，黄浦区、卢湾
区合并后演绎的“新黄浦三强”争
霸，大同、格致、向明，谁更“领先”
一步，也每每为坊间所津津乐道。
唯独例外的是，有着“神仙”雅称
的上外附中，去年排 ./位，今年仍
维持在第 .0名，这多少也表明该
校学生的“主战场”早已远离了国
内高考。

择校应看重育人观念

记者调查发现，教育行政部门
并不会发布高中排行榜，排行榜大
多“出身”民间机构。教育人士建
议，不妨把热门榜单看得淡一些。
“各类榜单参考指数有很多维度，
比如，有的排行榜的依据是高中学
校的一本录取率，有的则是本科
率。榜单间不具有可比性，而一个
榜单对中学学校的排行不一定全
面、准确。”虹口区江湾初级中学校
长丁蓓说，每所高中学校都有自己
的特长和弱项，学校好坏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的，因此，初中家长在
为孩子择校的时候，应该更多地考
察高中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课程体
系。“包括整个学校师资水平、育人
观，而不是单纯从学校毕业生高考
成绩来考量。”

丁蓓认为，初中升高中的道路
如何走得更稳更好，学生和家长要
有长远的打算和理智的选择，最关

键的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每个高中都有各自的学科特长和
偏重，和高校的交流也各有侧重。
比如，在虹口区，华东师大一附中
与华东师大交流频繁，而复兴高级
中学邻近同济大学，学生比较容易
感受到同济的氛围。”
“根据高考排出来的‘四大名

校’也好，‘绝代双骄’‘三足鼎立’
也好，其实对学生升学并没有意
义。这些名校之所以能在高考中有
优势，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学生资源
比普通中学要好。”华东师大二附
中校长戴立益认为，高中学校本身
也不要太过看重排行榜，而是要深
思自己是否已经承担起应该承担
的社会责任。“校长们应该都问自
己一句，对于已经录取的、那么优
质的学生，你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
响，我们高中的学习生活是否让每
个学生都感到幸福？”

家长不甘孩子难安心

有业内人士评价说，上海的中
学校长们已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
越注重提升教育内涵了。此话道出
的恰是校长们看待这份所谓名牌
高中榜单的心态。七宝中学校长仇
忠海说，这样的榜单基本上是由一
些“好事者”炮制出来的，没有多少
科学性，家长们在引导孩子升学
时，还是应该看学校培养的学生所
具备的人文素养与创新能力。

丁蓓校长也表示：“纠结到底
是选排行榜上排名第五的学校还
是排名第六的学校，其实并没有太
大必要。建议家长要和孩子多交
流，挖掘他的兴趣点，并尽可能地
创造条件让他多一些体验。也许，
第六名的学校可能比第五名更适
合孩子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

然而，与校长们的清醒和理智
相比，家长们在转变教育观念上仿
佛始终要慢一拍，被各种民间榜单
所误导，便是典型表现。家长严女
士的女儿今年上高一，当初的区里
二模考试时，孩子的成绩就没有进
入区内一所著名市示范性高中范
围，但在填报志愿时，全家人把前

两年的高中排行榜研究个透，几乎
到了按图索骥的程度。不料，中考
时孩子又以 0分之差与第一志愿
失之交臂。但严女士仍不甘心，总
觉得进区示范性高中“不灵”，想了
各种办法要给孩子“借读”出去，弄
得孩子这一整个暑假心神不宁，结
果，开学前的摸底考也没考好。在
家访时，班主任开导他们说，以这
种成绩、这种心态，即便“借读”到
了名校，学业上也难有起色，甚至
有可能弄巧成拙。

应对改革初中要跟上

戴立益校长说，高考改革新政
出台以来，无论是政策还是今年高
校自主招生的尝试，都是一个人才
培养的风向标，“而这个风向标不
仅是吹给高中学校看的，同样也对
初中的教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初中的人才培养，决定了一个
孩子将来适合进入哪所高中。戴立
益建议学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考
查高中自主招生来看高中的选材
标准和育人目标，比如，华二自主
招生选拔采用了 1--分考的方式，
考查的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方
法、基本态度和基本体验，强调的
是学生全面发展。”
“为应对未来高考的‘232’新

模式，目前各类高中学校都在尝试
小班化和走班制教育。这就意味
着，学业规划和职业规划教育将
‘被迫’前移到初中阶段，初中学校
要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自我规划以
及选课的意识和能力，否则进入高
中就会措手不及。”丁蓓说，首先在
初中要让孩子有多种学科选课体
验，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短
板”。去年起，江湾初中推出了 42

门涵盖体验实践、兴趣提能的智慧
型校本课程，所有的课程不受年
级、班级限制，1年级到 /年级的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自由选课。

丁蓓认为，初中教育不能只盯
着中考，更不能因为中考不考而轻
视“小学科”，而是要帮助培养学生
的学科兴趣以及职业观、择校观。

海外名校看淡“排行榜”

人在新学校上课!却还想着借读到"更好#的学校$$$

莫让“升学新榜单”乱了你的心

! ! ! !“相比学校的名气，越来越多的
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更看重这
个专业是否有兴趣。”市二中学资深
班主任李拥军告诉记者，每年都会
有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和家长发生冲
突。这时，作为老师，往往会建议家
长尊重孩子自身的意愿，“即便是进
入了名校，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毕
业后从事做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
也会很痛苦。”
每年，该校都有尖子生将上海

财经大学金融类专业、同济大学设
计类专业等竞争激烈的专业作为自
己第一志愿，也有同学选择了上海
纽约大学打算走国际化路线。虽然
老师们也得知坊间流传“四大名校”
录取率排行榜，但并不会影响学生
的专业选择。李拥军说，在老师们眼
中，毕业生回母校说起大学生活时，
对未来发展充满向往的神情，就是
对志愿选择最好的证明。
大同中学人文实验班应届高三

毕业生夏小懿以超过复旦大学录取
分数线的高考成绩，被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专业录
取。夏小懿告诉记者，自己以理科见
长，高中时选择报考人文实验班，是
为了希望接受一些人文熏陶。她热
爱旅游和摄影，高二时被学校推荐
赴云南昆明参加了一项以城市发展
与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国际交流项
目。她和中外同学一起，以滇池的污
染问题为核心，在三周时间里充分
考察了滇池的周边环境，探讨了昆
明这座城市在今后发展中应该关注
的人文、环境保护等问题，也对“城
市规划”这个名词“一见钟情”。当她
得知同济大学有着全国排名前列的
城市规划专业时，最终决定放弃了
自己曾经的复旦梦。“城市规划专业
需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素质和预见未
来的眼光，也需要对生活的热爱，我
向往着接受挑战。”夏小懿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追逐兴趣而非名气

! ! ! !今天一早! 沪上中小

学生迈入校门! 开始新学

年的学习生活" 值得特别

记录一笔的是! 这届的高

三学生! 明年高考将不再

有一本二本之分# 这届的

高二及以下各年级学生!

他们将在未来的高考历程

中接受全新模式的选拔"

然而!一则$沪上高中

升学排行榜%!大有搅乱部

分学生& 家长和老师业已

建立的良好心态' 新学年

里! 素质教育再遇应试教

育的挑战" 在新的高考改

革已成定局! 新的综合素

质评价已经全面推开的大

背景下!(排行榜% 真的会

只是强弩之末吗)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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