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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入学新政为!名校"减负
教育资源均衡化才是让择校热降温的良药

抑制择校效果明显

今年市教委在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
学意见中首次提出，各区县可根据实际情
况，借鉴静安区“一个门牌号一居住户，五
年内只接收一学生”的试点做法，根据适
龄儿童实际居住年限、购房时间以及与直
系亲属同住情况等排序来安排学生就学。
紧接着，虹口、闸北、宝山等多个区都在公
布的招生方案中列入了借鉴静安经验的
具体办法。比如，宝山区规定，从今年起，
本区同一户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
对口入学机会。闸北区则规定，部分公办
小学的入学需提供全家户口满 !年以上
的户籍证明，部分小学实施“每户 "年限
#次对口入学”政策。
按国家的相关教育法规，孩子进入公

办中小学就读，均就近划片安排。但长期
以来，中小学择校问题令许多父母烦心，
也折射出教育机会不公平及其背后的众
多“猫腻”。择校、拼爹现象的愈演愈烈，使
得义务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受到公众
的诟病。如今，各区县纷纷效仿去年静安
区的经验，之所以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
响，盖因为此举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择校
热，也遏止了以“炒作学区房为择校推波
助澜”的现象。开先河的静安区就被认为
是出台了一个“最严入学新政”。

记者发现，有些区所谓的“最严”新
政，只是针对部分热门学校。比如，某区规
定，根据区域内学校资源及生源分布情
况，部分学校的入学需提供全家户口满 !

年以上的户籍证明及其他相关的配套证
明材料，部分学校实施 "年内同一户籍地
址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的办法。
该区教育部门解释说，出台这项措施只是
为了给那些教育资源紧张地段的热门公
办学校择校热降降温，而对招生已经进入
常态性的学校，则没有限制的必要。

人户分离择一报名

不少关注今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招
生新政的家长，还将目光聚焦在了如何满
足“人户分离”孩子的入学需求上。令那些
户籍地与房产证地分离的家长们纠结的
是，到底是在户口所在地入学好呢，还是
选择在房产证地入学“合算”。特别是在今
年，如果不仔细研读各区县的招生政策，
还真的会吃不准甚至被误导。
以浦东新区今年的规定为例。该区在

小学入学政策中说明，!$#" 年全面试行
本市户籍人户分离适龄儿童居住地登记
入学工作。具有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可凭
《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申请回
执》在居住地登记入学。该区按照“户籍与
居住地一致优先”的原则，先安排户籍地
与实际居住地一致的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再根据登记入学人数和学校资源分布情
况在区域内统筹安排“人户分离”适龄儿
童入学。本市集体户籍适龄儿童参照居住
地登记入学办法就读。本市户籍居住廉租
房的适龄儿童可凭户口簿及相关居住证
明在廉租房所在地登记入学，由区招生办
安排对口入学。

试举一例$$$

小明!化名"今年即将进入小学读书#

他家户籍在本市 !区#而实际居住在本市

"区#小明妈妈选择让孩子在居住地 "区

就近入学$于是#小明妈妈在 #月 $$日入

学信息登记之前#到居住地 "区街!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了居住地登记

手续并领取回执#然后在孩子就读的幼儿

园办理入学信息登记$登记时小明妈妈确

定了在居住地 "区就读的意愿#一旦确定

不得更改$ 之后#"区教育局相关部门根

据登记入学人数和学校资源分布情况在

区域内统筹安排%人户分离&适龄儿童'少

年入学$

校际差异大为缩小

“要想考上好大学，就得上个好高中，
要想考上好高中就得上个好初中，要想上
好初中就得上个好小学。”恰是沿着这样
的逻辑，择校越来越热，手段也越来越离
谱。虽然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希望孩子能
够顺着这样逻辑走下去，也是一件合情合
理的事，但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这又
绝对是一条应当打破的逻辑链条。因为，
只有坚决打破这一所谓的逻辑链条，才能
给予家长这么一种信心———选择家门口
就近入学，照样能发展得很好。这才是真
正缓解择校热的真谛。

在家长心目中，择校就是择“优质教
育”，就近入学又生怕家门口近在咫尺的
学校“质量不如意”。如今的上海，各区县
政府会根据生源情况每年适当调整就近
入学的片区，有的买家担心“白买”了所谓
的学区房。还有相当多的家长开始变得越
来越理性，他们不愿自己折腾，也不愿让
孩子处于择校的麻烦与痛苦中，情愿选择
就近入学。这其中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上
海各级政府坚持公平、优质、均衡的发展
义务教育，围绕“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
一个学生，成就每一个教师”的目标，优化
教育资源配置，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提升
教师队伍水平，切实推进了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而这也为今年本市各区县大面
积推行入学新政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开元学校校长张俭说，所有的公办学
校执行的都是国家课程标准，对新入职教
师招聘已经实现了统一门槛，对他们的培
训也已经纳入了全市统一的平台，此外，
各校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校本课程，来满足
和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需求。所以，从目
前上海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情况来看，择
校与不择校，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差异
并不大。

! ! ! !陆续出台的各区义务教育招生新政，本意是为
了教育均衡，并一定程度上遏制炒得过热的“学区
房”。然而，家长们对“最严”入学新政却表示：更焦虑
了。“入学新政的确杜绝了学区房频繁易主的情况，
但择校的家长不会消失。‘"年只有一个户口可入
学’的规定，是不是意味着要更早购房？”
谷先生的儿子今年刚满 !岁，他决定现在就开

始物色合适的“学区房”，为了儿子将来入读长宁区
口碑不错的小学努力。“为人父母的，总想为孩子选
一所相对优质的学校。没有人脉疏通，又要法律允
许，买‘学区房’还是可行的方式。有了‘"年’这道
坎，我觉得买房还是要比过去更早启动为好。”
近年来，“学区房”的热炒确实让部分热门小学

的对口适龄儿童呈倍数增长。去年起，上海不少区县
已陆续出台了限制措施，对不理性择校现象有所遏
制。但是，多位业内人士告诫，今后的升学政策走向
对于“遏制择校”将越来越严格，“学区房”炒作本来
就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要规避的，因此，“囤学区
房”的“风险会增加”———

! 上海全面推行人户分离居住地入学政策#适

龄儿童也进入入学高峰# 部分热门小学的报名人数

预计会增长#入学门槛也会水涨船高#但是今后对于

户籍和房产证的限定或更严# 择校的不确定因素也

大大增加$

! 每年各个学校片区内的适龄入学人数都会

变化#尤其是热门学校周边#教育部门通常会根据实

际情况微调%就近入学&范围微调#也就意味着学区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随着学区化和集团化办学的推行#学区内各

校之间的教师柔性流动也在增加# 提早六七年购置

了%学区房&#但等孩子入学时#心仪学校的师资'学

区可能都已经有所变化了$

本报记者 马丹

囤!学区房"

买的早 风险大

! ! ! ! !称之为#最严$并不准
确%应该说是更为规范&更为
合理%也更为公平' "面对近
期本市各区县相继出台的义
务教育阶段招生办法% 一位
教育界人士如此评价坊间的
疑惑(事实上%早在一个多月
前公布的)%&'(年本市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的实施意见*中%市教委就对
就近入学提出了种种刚性要
求(只是%一些家长和校外教
育机构的过度甚至歪曲解
读% 让原本以民为本的招生
政策% 在部分人群中变得难
以琢磨和曲直难辨(

本报记者 王蔚

! 买学区房让孩子就近入学进

%名校&# 家长的这一选择今后风

险或会越来越大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