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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母语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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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育专家认为，无论最终孩子
是否通过民办小学的面谈，家长都
应该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没有录
取也不意味着失败，过分焦虑反而
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上周，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主任苏明做客上海民生
访谈时也提到，现在其实是“过度择
校”难。目前，上海义务教育学校的
教育质量是有保证的，对于绝大多
数家长来说，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体验 落榜别否定孩子
“没考上培佳，只能等待另外一

所学校通知。”“上外附小录取通知
多少人了？”“爱菊收到通知的是男
孩还是女孩？”面谈结束了，家长们
处于等待录取通知的“煎熬”中，沪
上知名的论坛上更是被各种询问帖
不停刷屏。孙先生说，毕竟花了那么
多力气去准备面谈，周末也带着孩
子经历了新世界、福山正达、世外、
爱菊，上外静小等多所学校的“车轮
大战”，总希望有个好结果。一些孩
子没能被录取的家长则情绪低落，
“孩子比不上牛娃们，失败了。”

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校长盛裴
说，通常选择民办小学的家长有三
种心态，一种是根据学校办学特色
为孩子挑选一所合适的学校；一种
是想让孩子多一种体验和实践；第

三种就是跟风择校。“无论是哪种心
态，没有被录取都不应该说是失败。
民办小学的面谈并不是学业考试，
不能说明太多问题。许多学校面谈
就是在考查孩子的兴趣、学前学习
的基础和家庭教育背景等。家长没
有必要有这种失败感。”

一些参加了面谈的家长也表
示，面谈过程让家长和孩子都长了
见识。“关键是，对自己的孩子也有
了更深入了解。经历了，和不经历还
是不一样的。”

倡导 就近入学更有利
没有拿到通知的家长焦虑，拿

到通知的家长也纠结。一位家长在
网上发帖求助：“家住浦东，已被福
山正达录取了。打酱油去上外附小
面谈，结果竟然被录取了。究竟该怎
么选择？上外附小到底有多优秀？值
得不值得我们搬家打乱现在的生活
状态去读？”

盛裴说，由于不少家长都是为
孩子报了多所民办小学，就有可能
要做选择。“为孩子选择学校时，家
长应当重点考虑：一个就是就近。这
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近入学能
免除奔波，保证孩子的休息时间；第
二，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个性，比如，
如果孩子英语学习能力强，那么就

可以选择有外语特色的学校，或者，
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特长，选
择有办学特色的学校。”

提醒 让孩子远离焦虑
盛裴说，在“择校热”的氛围中，

家长更要了解和理解教育规律和教
育方法，保持自己的正常心态，不要
把焦虑传染给孩子。“同时，也要对
孩子做相应的心理疏导，不能责备
他说：你怎么考的？怎么会没有考
进？尤其是不要让孩子在还未进入
小学的时候，就对小学产生了心理
恐惧，将来容易有厌学情绪。”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特别是小

学阶段，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合作非
常重要。家长应该多抽出时间去陪
伴和了解自己的孩子，帮助他养成
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而不是只
在面谈这几天才陪着他参加考试。”
盛裴说。其实，在上海，义务教育阶
段基本上都已达到均衡化，每一所
学校的教育环境、经费都有保证，硬
件标准都较均衡，小学师资也都是
以本科学历为主。“家长作为纳税
人，为什么不去享受政府提供的教
育呢？平复‘择校热’，不仅是个体家
长要解决焦虑问题，整个社会都应
该安静平静些，不要那么浮躁。”

本报记者 马丹

热门“民校”竞争激烈
被错过无需太“煎熬”

家长先调整自己心态，别让孩子蒙上心理阴影

没有最好 只有最适合的学校

上周末，是全市公办小学进行新生登记、
民办小学举行面谈的日子。虽然16万“金猪
宝宝”并不会面临入学难的问题，但由于民办
小学成为家长们热捧的对象，疯狂“择校热”令
“幼升小”气氛紧张，竞争压力变大。热闹的面
谈过后，更是几家欢喜几家忧愁。不少家长说，
面谈完之后就一直很焦虑，时不时去学校网站
上刷新查看录取情况，走路、吃饭甚至上厕所
都带着手机，生怕错过学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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