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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刚进小学没多久，本市一所公办小学的家
长胡女士就听说孩子对口的初中，每年初三毕
业生基本都和所谓高中“四大名校”和“八大金
刚”无缘。她和老公都是一路名校毕业的，更坚
定了孩子初中毕业必须“考出去”的念头。

区内某著名民办中学成了她的首选目
标，家长论坛成了她获取升学信息最信得过
的平台。在论坛上，上两届家长不吝分享经
验，告诉后来人，四年级下学期开始就应该
去找哪家机构读某名牌初中的“小五班”。

靠家长口口相传的“小五班”，自然不会大
肆张贴招生广告。寒假刚过，胡女士和先生隔

三差五就去机构串门，终于得知了确切的报名
时间。令她意外的是，说好上午 !时开始报名，
等她 "时 #$分到的时候，名额已经被秒杀了，
门外还有上百名家长在排队。她不死心，关注
了机构的公众号，不停地刷屏看看有没有扩班
的消息。果然，有一天机构宣称放出了少量名
额。她立刻让老公赶紧冲去交了钱。很快，胡女
士就发现了培训机构的奥秘。机构每次语数外
各上一节，然而，除了语文补充了简单的文言
文，课程难度和所学内容与学校里教的大体相
当，但每一期结束后的考试却非常难。
“听说机构会‘强电’考了前 %$&的孩子，邀

请他们报考'初中；前 ($&的孩子可获某初中
‘内定考’的机会。有的孩子读得很差，家长就干
脆放弃了。像我们这样不好不坏的孩子，就只能
一直读下去了。”胡女士觉得，机构明显是“考教
分离”，若要脱颖而出，除非自己再“加餐”。“培
训”只是给了家长一张参与竞争的“入场券”。

“小五班”又名“占坑班”，这是教育部再
三明令禁止的招生行为。(%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说，在一些严禁“占坑班”的地方出
现两个现象，一是“死灰复燃”，二是“占坑班”转
入地下。“占坑班”与学校招生的关系，在地下渠
道广为流传，这不但让治理更难，也增加家长的
焦虑———以前还有公开渠道，现在要打听渠
道；以前上“占坑班”好歹还能获得笔试或者面
试机会，现在没“承诺”，读了班也无从“维权”。

考题烧脑 名额!秒杀" 考教分离 四处补课

家长“教育焦虑症”如何解？

“这两天办公室里的同事
都在帮我做题目，他们可都是硕
士生、博士生啊，居然没人能快
速准确答对全部题目。”在沪上
某高校工作的郑女士带了一堆
幼升小面试题给同事们做，却出
现了这样结果。真的没搞错。不
少民办小学的幼升小题目虽是
带有测智商的目的，但绝对令家
长们跟着烧脑。

正值升学季、择校季、报名
季、面试季，却是孩子辛苦、家长
“心”苦。我们离真正的素质教育
和全面发展之路还有多远？

! ! ! !所谓人户分离，就是在一个
城市里，市民的居住地与户籍地不
同一。有专家估算，上海现在约有
#$$万人户分离人口，其中相当一
部分是为“学龄孩子”。为什么？利
弊如何？每天升学季，近来为这些
问题烧脑的家长不在少数。
在上周由华东师大国家教育

宏观政策研究院主办的 ($%!中
国教育发展论坛上，专家们表示，
人户分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
资源配置出了问题。由于允许幼
升小和小升初时人户分离的存
在，这也在本市催生了专门给人
办理人户分离的中介组织。据记
者了解，进“一般的”学校，办一张
人户分离证明需要花费几千元
钱；如果是要进对口的“名牌学
校”，在旁边的学区房里办一张人
户分离证明就约需要几万元钱。
这也导致了不同区域内学龄人口
增减的不确定性。

静安区教育局局长陈宇卿
说，中心城区有个集聚效应，所谓
人口导出，其实导出的是夜间人
口，白天的入学人口依然留在中
心城区，因为现在可以空挂户口。
以静安区为例，如果资源不增加
的话，就将面临区域教育品质的
下降。到现在为止，全区还缺幼儿
园 ()所、小学 ))所、初中 %"所，
困难比较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
陈友华在分析孩子负担重、家长
焦虑的根源时认为，现在家庭教
育成本上升很快，表现为“学区
房热”和“择校热”。家庭对教育
的投资基本上通过四种途径实
现，第一是购买学区房，第二是
择校，第三是出国留学，第四就是报各种课
外辅导班，这就会使得教育更加不公平。“中
国的名校大多是公办学校，比如说上海有
‘四大金刚’，即上海中学、复旦附中、上海交
大附中、华东师大二附中，这些公办的公共
教育产品和服务，真正能享受到的只有少数
人。因为，资源总是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更
是如此。”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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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和双休日!不少家长

却没$休息%!陪着孩子们在

课外班补课!耐心地耗上一

天或半天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 ! ! !给出几个图形，如“⊕ $ ◥ ◤”，要小朋
友找规律回答接下来的一个图形应该是什
么？“这是一道单选题，做得出算你狠。”郑女
士介绍，这是她从校外培训机构那里觅来的
某名牌小学的面试模拟题。“我和孩子他爸先
做，我们都算高学历的家长了，老公还是学工
科的，但真做不出那么奇葩的题目。”她说。
本市一所公办小学校长告诉记者，机构

成为民办学校“招生中介”已经不是新闻。有
些中学正是通过机构获得了一些优秀学生的
名单，然后主动找到小学了解孩子的情况。虽
然市教委三令五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

抢生源，但是，每年毕业季来临时，各校明里
暗里总会搞些“小动作”。熟悉的中学校长会
深入小学问情况，请老师“做做工作”帮着推
荐生源；在初中校园开放日里，有的学校暗暗
地接收孩子简历，如果学校感兴趣了，就会主
动与家长或小学联系。一些机构还喜欢到学
校门口散发介绍传单，吸引生源。最令老师们
头疼的是，每天要应对各种公众号“爆款”文
章给家长造成的压力。“一些公众号三天两头
会推荐优秀学校，毫无依据地给各个学校排
名，也给家长带来困扰。”有校长告诉记者，到
了五年级，总有家长向学校提出，是否可以

“翘课”去机构补课。为了维持正常教育教学
秩序，也为了让孩子懂得遵守规则，对于家长
的这一请求，校方必须坚决说不。
上海教科院原院长胡瑞文说，上海公办义

务教育的公平、公正问题，以及课程教育质量
等，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为什么上海白
领青年家长普遍患上子女教育焦虑症呢？恐怕
最主要还是担心孩子将来不能升入一个教学
质量较好的初中，进而有把握地升入普通高中
和大学，以至于从小学开始就让孩子卷入考试
分数的恶性竞争。这也是导致家长陪读、孩子
补课和作业负担过重的深层次原因。胡瑞文建
议，上海应扩大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从现在
起最好每年能递增 %至 (万人，即由 ($%"年
的 *万人增加到 ($((年时的 %(万人左右。

! ! ! !从一线教师到专家，从学校到政府部门，
都在绞尽脑汁思考减负对策。那么，国外有啥
好做法可借鉴呢？

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马陆亭最近在
沪说起了一件亲身经历的事。他居住的小区有五
六栋楼，但来自瑞典的人士说，如果在瑞典，这样
的小区就会有六七个幼儿园。如果一个家庭有
两个孩子，教育部门会把这两个孩子放在同一
所幼儿园的同个班里。在瑞典，孩子上幼儿园是
向政府申请，而不是向学校申请，政府把两个孩
子放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大孩子能帮老师带小

孩子，这就涉及不同的教育理念。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

教授黄兴丰介绍，在英国，所有 *年级孩子都
会接受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统考，即 +,(考试，
一般在 -月中旬连考 )天，两天英语两天数
学，也被视作英国的小学毕业考试。但这场考
试，更主要的作用是考察学校的办学质量，而
非升学依据。黄兴丰说，+,(考试有两点是值
得关注的。一是考试结束后，每所学校的排名
全部在网上呈现，但这份排名并非学校的“绝
对排名”，更关注一所学校的排名相对以往排

名变化幅度，少了横向比较，排除了生源因素，
多了对学校内部管理和发展的考量。二是排名
也不会作为教师考核的标准，在英国小学阶
段，有的学校走班上课，有的老师教同一个学
科的不同年级，这样的教学模式也决定了通过
一份排名去衡量某位老师的教学水平是非常
困难的。因此，排名带来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

究所教授任远说：“人口压力弱化后，教育资源配
置应更重视均衡和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对于起
跑线的讨论，学区房的竞争，实质都是反映人口
压力减弱之后需要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教育。现
在的教育可能存在‘过度教育’，人们关注的已不
是教育的数量问题，而是教育的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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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记者 孙中钦

教育专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