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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端
由来及走向

热点锁定：
日本国会议员和右翼团体

成员 !"#人 !$日赴钓鱼岛海域
举行所谓“慰灵”活动，其中 $人
登上钓鱼岛。中国向日本提出严
正交涉，表示强烈抗议。

美国小镇走出
副总统候选人

“被孤立母亲”
离婚又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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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考试难倒成人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伦

敦东区一间教室内正举行一场特殊
的模拟考，应试者是英国教育、文
学、学术、媒体界 !位知名人士，面
前的试卷是专门为 "#到 ""岁孩子
设计的 !!$考试“缩水版”。

开考前，《星期日泰晤士报》记
者马特·拉德一脸轻松：自己学历不
错，多年从事文字工作，平时爱填
“数独”，儿子们都上小学了，难道还
考不过一帮 ""岁的孩子？
难！这是拉德翻开试卷的第一

感觉。他花了 %分钟才读懂第 !题，
做到第 &题时被彻底难倒。题目要
求从“将椅子搬到地毯上”（'()*

+,* -,./0 (1+( +,* -.02*+）这句话所
含的两个相邻单词中发现一个 %个
字母的新单词。3(1+？4/0(？5-.0？这
些答案逐一出现在拉德的脑海，但
都不正确。

越往后题目越难，例如第 &'

题："个孩子年龄为 "(岁、"%岁、")
岁、")岁和 "&岁，哈立德比雨果大
%岁，杰克比阿姆里特小 %岁，山姆
比雨果大，问哪两人同岁？
此时拉德再难淡定，其他应试

者书写答案的沙沙声、教室里挂钟
的滴答声和背后监考老师的目光都
变得令人难以承受。他似乎真的成
了个 ""岁孩子，只想逃离考场。
实际上，拉德承受的压力远不

及真正参加 ""$考试的孩子们。正
式考试中，孩子们将参加 %轮各 (#

分钟的考试，每轮需完成 '#道考
题。拉德等人则只需参加 %轮各 )#

分钟的考试，每轮考试答题 (#道。
各地 ""$考试的形式和及格线

均有不同。在竞争最激烈的肯特郡，
考试由词汇推理、非词汇推理和数
学 )部分组成。只有答对全部 %&#

题中的 )*#道题，才有资格入读文

法学校。若想进入最顶尖的学校，则
要取得 !'分以上。

重点学校“僧多粥少”
以难度著称的 ""$考试并非英

国教育体系必考项目，但仍有不少
家长争先恐后让孩子报名参考，原
因在于文法学校非常热门。
文法学校堪称英国公立学校中

的重点中学。英国实行义务教育，孩
子自 %岁开始即可享受免费公立教
育，到 ""岁左右升入中学时，有普
通公立学校和文法学校可供选择。
与普通公立学校相比，文法学校在
按片区分配生源的基础上有权以
""$考试自主招生，因而生源更优
秀，教育质量更高。

拉德的母校是肯特郡贾德学
校，这所中学当年只有 +##名学生，
校园里有宽敞的球场。)#多年来，
贾德学校成为附近地区最好的文法
学校，连年扩招，生源爆满。如今，全
校有 "###多名学生，球场不复存
在，取而代之的是新建教学楼。每逢
招生时节，校长罗伯特·马斯特斯都
得绞尽脑汁控制新生人数。
在英国，肯特郡的文法学校甚

至普通中学都是最吃香的。由于地
理位置邻近，不少伦敦父母迁至肯
特郡，以便孩子能够就读当地中学，
既可逃避伦敦激烈的入学竞争，又
无需缴纳私立学校的高昂学费。这
导致肯特郡中学教育资源愈发紧
张，即使通过 ""$考试的一些孩子
也未必能够顺利入学。
开办更多文法学校似乎是解决

问题的出路，但情况并不简单。
同为公立学校，文法学校颇有

“精英摇篮”的嫌疑，被指责有违公
立教育的平等精神。英国目前仅存
"*%所文法学校，且几乎全分布在
中产阶级社区附近。自 &#世纪 *#

年代以来，英国已明令禁止新增文

法学校。然而，这反倒助长了家长对
文法学校趋之若鹜。

扩建分校引发争议
为缓解教育资源紧张，肯特郡

教育部门宣布将在塞文欧克斯新开
一所文法学校“分校”，不料在全国
引发激烈讨论。
塞文欧克斯的教育情况相对特

殊，是肯特郡唯一没有文法学校的
行政区。当地 ""##名孩子因此只能
就读邻近地区的文法学校，每天往
返车程 )小时。而附近文法学校的
门槛也不低，录取率为 &#,。
在塞文欧克斯建立分校，是当

地家长强势游说的结果，也是英国
数十年来第一次破例新增文法学
校，因此引发的巨大争议可想而知：
如何确保不出现第二个塞文欧克
斯？其他地区家长游说请求新增学
校是否应予同意？
赞同者认为，本来就不应限制

文法学校发展，这是因材施教的合
理体制。贾德学校校长马斯特斯本
人就是文法学校毕业的佼佼者，他
说：“我的学生之所以有所收获，是
因为与能力相近者一起受教育。”
不少家长对此表示认同，认为

有文法学校这种“公立重点中学”可
选择是件好事，能够抗衡私立学校
毕业生“垄断”社会上层的局面。
反对者则认为，文法学校造成

教育资源极度倾斜。儿童文学作家
迈克尔·罗森是文法学校的激烈批
评者，他说：“一旦建成这种‘优秀中
心’，就会吞噬资源、才华和热情。”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争夺教育

资源和生源方面，与文法学校毗邻
的公立学校确实面临不小压力。
塞文欧克斯的两家公立学校都

办不下去，最后合并成立了一所新
学校诺尔学校。该校致力提高教学
质量，校长玛丽·博伊尔坚决反对在

同一地区新建文法学校，担心诺尔
学校的处境会更难。

“智商测试”饱受批评
对文法学校的批评主要集中于

其选拔制度：""$考试。这种高难
度、近似智商测验的考试被指责是
以“聪明”和“愚笨”区分孩子，难以
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

长期为 ""$考试出题的多特里
解释，这种题型最有利于甄别孩子
“吸收并加工陌生信息的能力”，而
普通考试或家庭作业难以反映这种
能力，“"" 岁孩子的词汇推理能力
与日后的学术潜力直接挂钩”。

这种解释难以令所有人信服。
儿童文学家罗森质疑，怎么可能在
""岁就对孩子的潜能定性？“没被
选中的孩子感觉自己是末流，这等
于告诉大多数人：‘你没通过考试，
所以不配接受这种教育。’”

然而，教育界人士仍坚持 ""$

考试是最简单易行的甄别孩子潜能
的方法。当然，他们也意识到考试确
有改进余地。“这种考试不涉及文
学，没有阅读理解，也没有创作性写
作，确实令人担忧。”马斯特斯说。

""$考试最大的缺陷或许在于
“可培训性”，只要接受一定时间的
反复做题培训，就能显著提高考试
成绩。但马斯特斯认为，任何考试都
存在“可培训性”，如果能够改善试
题，""$考试仍值得肯定。
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

考试已经在英国衍生出一批培训
班，每小时收费 (#英镑。有些孩子
刚满 +岁，家长就开始为他们物色
合适的培训班。
正因如此，英国著名私立中学、

惠灵顿学校校长安东尼·塞尔登博
士认为，""$考试考的不是孩子们
的能力，而是“他们的学校、他们的
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父母的意愿。”

英国“小升初”，“精英摇篮”惹争议
要想进公立好学校“压力山大”11岁孩子考试近乎智力测验

文 6 袁原

在英国，相当于
小学升初中的优才
选拔被称作“11＋考
试”，其难度令人“闻
风丧胆”。只有高分
通过考试的孩子才
有资格入读教学质
量明显高出一筹的
文法学校，其他孩子
则只能就读普通公
立学校或昂贵的私
立学校。

英国正在展开
教育改革大讨论，
11＋考试的合理性
正是热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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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岁学生的

考试$初期曾包括

关于古典音乐的

考题$但由于被认

为有利于出身中

上阶层的学生作

答$这些内容逐渐

被取缔& 上世纪

#$年代以来$!!%

考试更接近智商

测验&

每年英国各

地 !!"考试的及

格线都不一样$ 去年至少要得

&#"'分才能入读文法学校& 对

参加'缩水版(!!%模拟考的各

位成人考生$ 监考和出题老师

苏珊)多特里网开一面$规定只

要 &'分就算及格&

结果出人意料*科学作家+

节目主持人亚当)戴维斯在 (

名应试者中得分最高$ 但第一

轮考试也未能及格$ 只得 )*

分$第二轮得了 (&分& 他认为

这种考试挺合理$ 尤其是数学

和逻辑部分$ 几乎不要求应试

者有储备知识&

,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记

者马特)拉德名列第二$第一轮

得分 ##$第二轮得分 (+& 但他

承认$ 没有时间做完第二轮试

卷$最后 #题全是瞎猜$结果却

误打误撞多得 !+分&

牛津大学毕业的历史学

家+作家凯特)威廉姆斯名列第

三$分别拿到 )+分和 )#分$但

仍未及格&

儿童文学作家迈克尔)罗

森和特里)迪里童年时代都参

加并通过 !!"考试$ 但这次模

拟考却未能及格$ 两轮考试平

均分分别为 '#和 #,&

&( 岁高龄的著名作家朱

迪丝)克尔+私立学校校长安东

尼)塞尔登+ 喜剧演员乔)考尔

菲尔德+电视台记者贾斯汀)韦

伯两轮考试均未及格$ 成绩在

'&分至 )#分不等&

.谁在乎哪个孩子年龄最

大+有多少艘红色船/(乔)考尔

菲尔德说$.我又不当间谍$没

必要破译密码$ 这完全无视创

造力和想象力0 (

另一方面$ 某些考题难得

离谱$令人怀疑是否真有意义&

例如 $ 如果 -../ 是单词

.#$%&(的代码$那么01-23代

表哪个词/

特里)迪里称 !!%考试是

.愚蠢邪恶的考试($ 他整个童

年都生活在考试阴影之下&

参
加
﹃
缩
水
﹄
模
拟
考

看
看
大
人
能
得
几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