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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晒!年味"活动
受到年轻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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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无端放大细节
走出过去失败阴影

试行学区化办学
!新闻"日前!教育部发布"关于

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

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了

试行学区化办学%%%要因地制宜!

按照地理位置相对就近& 办学水平

大致均衡的原则! 将初中和小学结

合成片进行统筹管理! 提倡多校协

同&资源整合&九年一贯!推动学区

内学校之间校长教师均衡配置!同

时! 强调逐步减少特长生招生!到

!"#$ 年初中学校所招特长生比例

降到 %&以内$

!解读"

虹口实验学校校长胡培华说，
整个初中的招生方案通常都是在 !

月份左右公布，但其实，教育部出台
的这个《意见》大多是上海已经在实
施的措施。比如，就近入学、均衡发
展等。“升高中、上大学，既有高一级
学校的自主选拔，又有中高考这类
统一考试。按照市教委的规定，小升
初除了就近入学原则，民办学校在
招生过程中通常只能通过约谈的方
式，不能出现笔试。”
“《意见》的最大新意在于限制

特长生的招生。”但胡培华坦言，即

使是在对口招生的公办学校，每年
还是会有几个到十几个名额的特长
招生“口子”，想要择校的家长就会
奔着名校的这些“口子”而去。“因
此，教育只有达到了高位均衡才能
解决家长的‘择校’焦虑。可是，客观
上而言，虽然教育部门已经通过大
量投入改善了各初中学校的硬件条
件，但软件条件确实存在差距，办好
每一所家门口学校的路还很长。”
胡培华说，一来，家长要理性择

校，选择适合孩子的学校；二来，包

括“划片”在内的多种方式只能缓解
择校的压力，还未从根本上解决义
务教育均衡的问题，教育部门需要
一些更好的方式。“其实，近几年来，
小学学校的差距正在逐年减少，这
就是因为已通过取消一二年级笔
试、快乐活动日等方式渐渐使它脱
离了分数杠杆，而变得更加看重课
程和办学特色的建设。”

高考改革启动“预热”
!新闻"如果说!有一项变化是

需要有一个'预热(过程的!那肯定

是高考制度的改革$ 虽然!按照'三

年早知道(的原则!今年不会是高考

的全面实施年! 但相关政策与方案

的出台! 将被每一个今年入学的高

中新生所关注$

!解读"

! 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和综合素质评价#

学业水平考试原则上是每门课
程学完即考，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
同一门课程两次考试机会的办法；

综合素质评价是建立规范化的学生
成长记录制度。目的是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推进学生学好每门学科，克
服文理偏科现象，兼顾自身兴趣、志
向和优势，促进身心健康和全面发
展，并为升入高一级学校提供依据。

! 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

考或注册入学#

中等职业学校实行自主招生或
注册入学，高等职业院校的考试招
生在考试内容、录取方式和时间安
排上与普通高等学校分开，使部分
学生从中考和高考的竞争压力中解
放出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目的
是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
扩大就业的实际需求，紧密配合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为培养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做好准备。

! 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

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在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全国统考减少
科目、不分文理科，增强考试内容综
合性，侧重考查学生创新思维和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外语等科目社
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学生自主选择参
加考试的时间和次数。今后，普通本
科高校将实行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逐步形成考生与学校之间双向多次
选择机制。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新学期开学 教育“马上有变化”
套用一句马年流行

词，2014年的中国教育
可谓“马上有变化”。这
不，无论是教育部还是
本地的新年新规划，都
透视着强烈的改革与变
化的信息。招生考试制
度的变革将从今年起
步，减负增效的成果将
在今年夯得更实，高校
人才培养与就业指导将
与社会需求更加匹配
$$新学期来临之际，
对改革的期待，将渗透
到教育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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