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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忙着学 家长跟着转 寒假不轻松

! ! ! !近年来，市教委屡下“证书禁
令”，希望扼杀择校风，但打着名
牌初中招生旗号的“小五班”、“小
四班”却在假期暧昧登场，且有愈
演愈烈之势。一些培训机构办的
“小五班”报名火爆、一座难求，录
取也有通过率。
儿子读四年级时，蒋先生就

一直在打听黄浦区某民办初中的
“小五班”，上学期期末终于通过
托关系在“小五班”里占了位。蒋
先生说，“小五班”主要补习语数
外，有些科目以初中内容为主，数
学则以奥数内容为主。“有些奥数
题我看着都很‘妖’，更何况要让

孩子解。但进了小五班可能就能
拿到初中的面试，不管怎样总要
试一试。”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小五

班”和名校关系“暧昧”，一直备受
家长青睐。通常，“小五班”有三种
形式，一种是学校自己开办；第二
种是原初中的优秀教师退休后直
接与学校合作；第三种则是由培
训机构代办，与名校合作的模式。
但一些家长坦言，对“小五班”究
竟有没有效果并不抱太大希望。
“即使去了‘小五班’，也不意味着
就和名校挂钩。春、夏两季‘小五
班’，每期都是几百人，最后通过

录取的也就 !"#$%"。要在‘小五
班’里拿优秀学员或单项优胜奖
才能拿到推荐，但这绝非易事，大
多数孩子都是‘陪练’。”
多数初中对外宣称：学校并

没有所谓的“小五班”。不过，一位
民办初中的校长仍然向记者透
露，虽然现在沪上初中学校基本
不会自己举办“小五班”培训，但
对于非学历培训机构推荐优秀生
源，仍然愿意通过考查后决定是
否招收。“通常都是在招生时，查
看学生的特长是否和学校需求符
合，一般不会和培训机构有协
议。” 本报记者 马丹

! ! ! !“有‘牛蛙’通过复旦附中冬
令营了么？”“华师大二附中今年
冬令营人文考题难吗？”高校自主
招生的硝烟还未散去，沪上高中
自主招生“掐尖暗战”已经悄然打
响。&月 '!日起，包括四大名校
在内的多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都纷纷举行了艺术类、理科类冬
令营考查学生。
网友“小虾米 %(”$月初收到

了东北片某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的冬令营通知。她说，上午测试了

数学和英语，下午面试，考官会根
据提交的表格提问，问的问题很
杂。“所有考生面试完还参加了一
场学校组织的校园‘寻宝之旅’。”
而 $月 '(日起，一些参加了各校
冬令营的学生已经陆续接到校方
的电话，收到优惠录取意向。
一位业内人士说，冬令营是

各校为掐竞赛尖子与特长生而设
立的，一般成绩优秀，但没有突出
特长的优等生，在此环节不算是
优先考虑对象。“各校冬令营也各

有侧重，有的以理科特色为主，有
的则倾向于艺术类特长生。”通
常，学校的冬令营都不会出正式
的官方公告，通过“静悄悄”的方
式通知学生。
记者发现，近年来，沪上顶尖

名牌高中的“掐尖”正在悄然“提
速”，各校的创新实验班以及提前
自主招生都有各自的政策。'%%)

年，沪上高中刚刚开始自主招生
改革尝试的时候，各校的推优自
招政策基本上都在 !月份公布，
但近几年却越来越早，去年部分
学校 ' 月下旬就公布了招生政
策。一位校长透露，高中学校的提
前“掐尖”或许是受到了国内高校
“抢生源式”的自主招生“乱战”的
影响，为了“圈住”优秀的初中生，
各校不得已纷纷行动。
不过，专家也提醒，即使学生

通过冬令营拿到了优惠录取意向
通知，仍要参加中考，取得一定的
中考成绩，因此学生仍然不能太
掉以轻心。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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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干什么？玩，找不到伙伴；宅，多
半也是无聊；参加社会上的培训班，或许
既让孩子接触了“社会”，也让家长“放
心”。这会不会又陷入一种假期怪圈呢？
区区20多天的寒假，除去春节，真

正能让孩子自己做主的时间真不多。
学业压力仿佛挥之不去的魔咒，
只是，许多孩子已经习以
为常，家长也“乐
此不疲”了。
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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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意!做导游也做陪练

这个寒假，黄浦区蓬莱路
第二小学三年级男生小霆每天
最期待的是晚饭前的“体育作
业”———去滑冰场学溜冰。白
天，妈妈解女士要求孩子自己
在家完成寒假作业，以及阅读
理解训练、数学练习等家庭作
业，每天下班她都步履匆匆赶
回家带儿子去冰场。小霆觉得
自己很“酷”，解女士看着儿子
的笑脸“再累也值了”。

为配合学校布置的社会实
践要求，一年级学生家长尤小
姐担任了女儿的司机兼导游。
玻璃博物馆、城市规划馆、中华
艺术宫……尤小姐坦言，很多
场馆，若不是因为要帮助孩子
完成作业，自己不会想去，如今
意外地自己也有了收获。
! 烦心! "学习助手#琐事多

女儿读小学二年级，殷女
士觉得自己似乎又读了一次小
学。孩子的寒假作业，很多地方
都需要家长当助手。语文写字
本上画了田字格，但是老师还
是要求家长帮忙在田字格内侧
上下两端画线，防止孩子写字
“顶天立地”；女儿的读后感、随
笔都要发在家校互动网上，打
字的任务，又落到了殷女士身
上。殷女士说，幸好孩子期末考

试考得不错，否则，还得完成相
应的个性化作业，口算、背默的
任务，少不了大人帮忙。

殷女士说，女儿从幼儿园
大班开始，就喜欢编童话故事。
殷女士把女儿说的记下来，积
累了好几篇“长篇巨著”。“孩子
感兴趣，能提升她能力的作业，
家长非常愿意陪她一起完成，
太过于僵化的条条框框，大人
都会觉得没劲，更别说孩子了。”
! 忐忑!当"心理按摩师$

下半年，辛女士的儿子就
要升入初中了。眼下，他正在为
进入一所知名民办初中做最后
冲刺。他寒假中最“恐怖”的一天
是这样度过的：上午 )：%%*+：%%，
钢琴；$%：%%*$'：%%，新概念英
语；$,：%%*$-：,%.，升学辅导班；
$)：%%*'$：%%，奥数……
“接他赶场还不算最累，最

累的是要观察孩子的情绪变
化，给他鼓劲。”辛女士坦言，儿
子虽然乐观开朗，但也能感受
到毕业升学带来的压力。一次，
受到爸爸的斥责，儿子委屈地
哭了。辛女士等孩子平静下来，
告诉他爸爸的良苦用心，告诉
他父母对他的信任。辛女士觉
得，升学来临之际，儿子的“心
理按摩师”可不好当。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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