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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择校热” 降温 还孩

子快乐童年

“对于一个
６

岁孩子来说，考察神题、难题没有
实质意义，不能据此就认定孩子聪明与否。”南京市
中小学生学习力研训中心主任谷力说，这个时期的
孩子思维能力还处在发展中，所谓的神题、难题，提
前预习了就能回答出来，不准备就很难答出来。

“不管这是考试、面试还是面谈，显然都是违背
教育管理部门的初衷，不利于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谷力说。

教育专家认为，“幼升小”面试变味背后，过度
择校是根本原因。 随着各地重拳打击择校乱象，虽
然“幼升小”招生整体日益严格，但一些热点学校招
生收费还有待进一步规范。

择校热的本质是择名校。“如果没有名校，哪来
择校？”家长施女士说，当前名校“一家独大”的局面
没有根本改变。 尤其是在城市，择校热有待进一步
降温。

据了解，为了遏制“幼升小”乱象，一些地方近
期出台硬招。北京近几年使用统一的小学入学服务
系统，全程记录学生入学途径和方式，监控学生入
学过程中的不正常流动。同时，通过划片招生、集团
化办学等让更多孩子就近免试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南京近期也出台规定， 采取控制热点学校招生规
模、空余学额实行电脑派位等方式，确保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符合相关规定。

“消除‘幼升小’乱象，必须真正把教育资源均
衡配置，铲除择校背后的利益链。 ”殷飞认为，近年
来，各地通过师资定期轮岗流动、热点学校指标均
衡分配、集团化办学等方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但
从实践来看，少数名校“独大”的局面尚没有根本改
变，期待更有利的均衡举措标本兼治。 （据新华网）

孩子被考晕家长很纠结

“幼升小”面试到底在考谁？

近期全国各地小学报名正陆续开展。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城市中热点小学的面试
题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等各方面，难度远超适龄儿童认知水平。

本应“就近、免试”入学的“幼升小”，为何被一些热点小学异化为“变相考试”？ 孩
子被考晕、家长很纠结，这场考试考的究竟是谁？ 谁来斩断择校热背后的利益链条？

面试神题频现，孩子

未上小学先补奥数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 义务教育阶段
“适龄儿童、 少年免试入学”。 记者调查发
现，随着教育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大，北京、

南京等地优质公办小学的择校空间被大大
压缩， 但一些城市有着招生自主权的民办
学校却成为过度择校的“重灾区”。 一些热
点小学更是打着“面试”的名义行“考试”之
实。

令人费解的是，一些民办学校的“幼升
小” 面试这么难， 家长们为什么还趋之若
鹜？

记者了解到，前些年，包括南京、上海
等全国多地一些优质高中办了民办性质的
中小学，如今虽然两者明面“脱钩”，但暗地
里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有名校背景
的民办小学一方面教学质量好些， 另一方
面，升入优质中学的机会相对多一些。 ”业
内人士指出。

近期， 南京张女士的儿子参加了南师
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的“幼升小”面试，尽
管有所准备， 但这所热点民办小学的面试
题目难度还是让她感到诧异。

“很多逻辑、图形和数学题都属于奥数
范畴，儿子之前没上过补习班，只能当‘陪
考’。 ”张女士说，其中一道题是：汽车上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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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还有
２

个空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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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上
了

６

个人，问上去的
６

个人有几个站着的，

有几个坐着的？ “我们家长听着都晕，更何
况是孩子！ ”

“说是面试，但很多题目连家长都要用
笔算算，何况孩子！ 这样包含‘笔试’环节的
面试难道不算考试？ ”广州的一位家长说，

孩子参加了今年广外附小的“面谈”，其中
一道题目是“买了

６

个鸡蛋和一些鸭蛋，吃
了

３

个鸡蛋后鸭蛋和鸡蛋一样多了， 问鸭
蛋有多少个？ ”

更令这位家长诧异的是， 这么难的题
目竟然有“牛娃”考了满分！ “‘牛娃’只是极
少数，绝大多数孩子连加减乘除都没学，考
这么难有什么意义？ ”有家长质疑。

唐僧有几个徒弟？ 两棵树上各有
５

只
鸟， 其中一棵树上的两只鸟飞到另一棵树
上，问两棵树上一共还剩几只鸟？ ……面对
家长论坛里流传的各所名校“幼升小”面试
题，一些家长感到很无奈：这样的“神题”纯
粹是脑筋急转弯。

随着“幼升小”面试难度日益“超前”，

奥数培训幼儿化趋势明显。 记者在南京城
区多家写字楼走访发现， 一些教育培训机
构纷纷开设了“升一”“幼升小”培训课程，

收费不菲，很多孩子还没上小学，已经开始
补习奥数。

表面考孩子，实质考家长

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考
试，但为什么一些学校仍然热衷打擦边球，将“考
试”变成所谓的“面试”，尤其一些优质民办小学更
是神题、难题频出？

记者调查中发现，对一些公办小学来说，面试
更多是为了均衡分班。南京一所热点公办小学负责
人告诉记者，“幼升小”面试目的在于均衡分配每个
班的生源。 如果班级之间生源质量相差过大，带班
老师会有意见，不利于内部教学管理。“毕竟教师之
间的考核，还是要通过学生的成绩来衡量。 ”

不过，也有专家对此存疑指出，刚上一年级的
孩子，怎么能通过一场面试就区别出生源质量？

“幼升小”是孩子步入学校的重要一环，好的学
校竞争格外激烈。 “这两年我们学校一年级招生
２１６

人，但去年报名
３０００

多，今年报名
４０００

多，不
面试怎么办？”南外仙林分校一位老师说。作为很多
家长心目的“明星”民办小学，南外仙林分校今年
“幼升小”面试定在

６

月
６

日，高考前一天。

“对于孩子来说，

６

日的面试虽然不是高考，但
和高考一样重要。” 一心想让女儿上南外仙林分校
的施女士，从三年前女儿上幼儿园开始，就为这次
“幼升小”面试做起了准备。“除了认字背诗、数学运
算，还学了简单的英语口语。 ”

于是，在给孩子“奔前程”的路上，家长纷纷“使
劲”。 更令人心惊的是， 面试背后的择校费屡禁不
绝。“面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南京家长张女士说，

有的“明星”小学“赞助费”动辄
１０

万元以上，成绩
差一点还要有“条子”才有机会交钱。

“这些难题、神题表面上看是考孩子，实质上是
考家长。”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表示，不
斩断择校背后“条子”“票子”等利益推手，“幼升小”

大战只会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