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1】 民校“小
升初”与竞赛能否脱钩？

事件的起因是今年 !月成都
市教育局作出规定，民办学校在
自主招生过程中不得使用奥数等
学科竞赛和学科等级证书作为招
生依据。在招生过程中，该市还明
确禁止学校委托或变相委托培训
机构举办选拔生源的考试及培训
班，并建立了民办学校“小升初”
测试内容随机抽查制度，对违反
规定的学校要严肃查处。

此规定一出台即引起了社会
舆论的热议。许多家长认为，“小
升初”既然规定了不能考试，那就
坚决不能考，至于把其他一些“标
准”作为入学条件，也是不应该
的。但现实是，尽管备受诟病，但
以奥数为代表的学科竞赛却始
终与“小升初”的选拔机制如影
随形。因此，虽然主管部门态度
坚决，但公众对这项举措能否有
效贯彻的期望值并不高。可以预
见的是，在家长“宁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无”的思维主导下，奥数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不会彻
底游离于升学选拔的体系之外。

【热点 2】“独立学
院自授学位”意味什么？

事件的起因是今后读民办性
质的独立学院（有些省市称作“三
本”），可以拿“一本”名牌大学的
学位证书这一“传统”将彻底终
结。全国的独立学院都将给毕业
生自授学位，而只有取得学士学
位授予权，才能自己颁发学位。

十多年来，独立学院这一衍
生于公办高校母体的办学形式，
一直备受争议。以较低高考分数、
较高学费招收的学生，与本部学

生从文凭到享受的待遇上都相差
无几，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教育
公平原则。近年来，国家启动了若
干举措，致力于让独立学院真正
实现独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有效保证已入学就读学生的
权益，如何让民办高等教育更“平
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热点3】“入园难、
入园贵”表述是否准确？

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学前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大教授朱
家雄表示，“入园难、入园贵”的问
题经由炒作，成了“入园难，难于考
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
其实，对于我国许多城市来说，特

别是一些较发达城市，入园并不
难，难在入高质量、低收费的所谓
“性价比高”的幼儿园。入园也并不
贵，贵在低收入人群缺少可以进入
低价甚至免费幼儿园的途径。

朱家雄教授表示，要解决“入
园难、入园贵”，并不等同于要解
决“入公立园难”的问题。我国已
经明确规定，以公办、民办并举的
方式举办学前教育，这是解决国
家办学资源不足问题的最佳选
择。而通过办公办幼儿园去限制
民办园的存在和发展，只能加剧
“入园难”。事实上，只要在体制、
机制上进行改革，在自由选择公
办园还是民办园时，会有相当部
分的家长选择民办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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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高水
平、有特色民办学校建
设研讨会”日前在沪举
行。在由上海市民办教
育协会承办的研讨会
上，沪苏浙皖教育专家
就当前民办学校发展过
程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进行了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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