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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初”一直是人民群众关心、关注和热议的话

题。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关于适龄儿童、少

年免试就近入学相关规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

求，完善“小升初”制度，教育部26日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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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有哪些新亮点、新举措？“免试入学”具体

怎么操作？如何确保公平公正？记者带着广大学生

和家长关心的问题采访了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明确划片·特长减招·阳光录取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小升初”新政

■教育时评
文·一 叶

■图片故事

1 月 26 日，江西农业大学 2013 级刘雷（右一）等
413名贫困大学生领到3000至5000元不等的资助金。

当日，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企业家及社会各界人士
共捐赠资金 173.3万元，资助在全国各地高校就读的
413名本地贫困大学生。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400余名贫困大学生获爱心资助

寒假里，杜亚倩在合肥的家中复习功课，父亲杜荣
辉陪伴在她身边（1月24日摄）。

杜亚倩今年刚满 20岁，和父母、弟弟住在合肥市
逍遥津街道一间老旧的房子里。两个月大的时候，杜
亚倩被查出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症，稍有碰撞就有骨
折的危险，是个人们常说的“瓷娃娃”。

身体的“易碎”并没有将杜亚倩击垮。2013年高
考，杜亚倩以454分的成绩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父亲
杜荣辉留在她身边陪读。

寒假回合肥后，她每天晚饭后都会在家附近的步
行街摆摊赚取生活费。“大学一年学费加住宿费四千多
元，我和爸爸在学校的生活费每月近千元，爸爸陪读没
有工作，只靠妈妈一个人打零工，经济压力挺大的。”杜
亚倩告诉记者，虽然摆摊的收入微不足道，但她也希望
能减轻父母的负担。

谈到未来，杜亚倩说：“我现在的专业是应用心理
学，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学习，将来帮助那些在心理上有
困惑的病友，让他们走出病痛的阴影，阳光地生活。”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瓷娃娃”的梦想

1月 23日，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帮助旅客在自动售
票机上购票。

春运期间，来自云南13所高校的340名大学生志
愿者在昆明、曲靖、大理、建水等客运车站，为往来的旅
客提供购票咨询、引导候车、搬运行李等服务。

胡超摄

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春运

文·刘奕湛 吴 晶 隋笑飞 黄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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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挂科率最高的185所学校》最初由人人网网

友“谢梦非”发布在其网络日志中，却在网络上迅速走

红。“谢梦非”在人人网日志中称，这一排行榜是“大学助

手”根据全国3049所高校学生的期末成绩统计得出。

看惯了各式各样的大学排行榜，主打“挂科率”

概念的还是第一次，看起来有点恶搞的意味。不管

这个排行榜的科学性如何，起码视角比较独特，从中

可以看到大学生学习中的共性问题，比那种总是在

比拼科研文章多少、较量院士人数等指标的大学排

行榜，要更有现实针对性和亲和力。

《全国挂科率最高的 185所学校》排行榜的制作

者，没有光鲜亮丽唬人的名头，不是国际知名机构所

做的调查结果，也不是国内大学、科研单位的研究结

论，几乎是“从网络中来，到大学生中去”，充其量是

网络上槽点集中的“灌水帖”。能迅速走红，无非贴

近大学生实际。可以想象，看过榜单的人，打死也不

会就此深信不疑、信以为真，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

好比美国电影“酸草莓奖”，目的就是要“挑刺”

“找茬”，即便“获奖”的电影和艺人会因为“最差”而

脸上挂不住，也总归是一种提醒。正如有的高校教

育工作者分析的那样，国内大学入门关口在高考的

环节，通过严格选拔之后，进入大学就开始相对宽

松，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到了大学开始不再管用，

才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挂科率”

排行榜就是“酸草莓奖”，以另类的方式，给了大学生

和学校一个善意的警示。

其实，“挂科率”排行榜不是空穴来风，比如高居

“挂科率”前列的数学学科，应该是各专业的“通识

课”，可是，因为将来用途不大，加上学科的难度，经

常成为大学生考试的滑铁卢。实际上，“有用”学科

好好学，“没用”就提不起兴趣，反映了大学教育中素

养性与专业性课程设置之间的现实矛盾，高等教育

中存在问题的典型表现。

从功利的角度看，对于大学生就业起不了直接作

用的学科，“挂科率”偏高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大学

教育只盯着就业率，而忽视了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

升，也是大学教育理念的“异化”。当“钱学森之问”成

为一道无解的难题时，或许充满随意和搞笑色彩的

“挂科率”排行榜，间接地做出了一些回答，值得关注。

大学“挂科率”排行榜，把现代高校学子中的挂

科问题直接拎出来示众，也许本来是出于“标新立

异”，却无意中点中了命门，网上的段子说，“虽然我

没书，没笔记，没上课，没复习，但是我有一颗不想挂

科的心啊。”可见，“不挂科、不学习，二者不可兼得”，

大学学习固然强调自主性，总还是有大学的规则，不

去反求诸己，只是“潇洒面对”，自然逃脱不了“挂科”

的命运，而“挂科率”排行榜，可不是像“福布斯”排行

榜那么荣光。

“挂科率”排行榜是一个善意的警示

问：许多家长对“小升初”的选拔过程存有质疑，

如何提高它的公信力？

答：我们强调最大限度公开每所初中划片范围、

招生计划、程序时间、招生结果等相关信息。在具体

操作上要统一实施，县级教育部门统一组织小学生

毕业信息登记、入学志愿征集，统一受理审核入学申

请，集中公示招生录取结果。要全程监督，邀请有关

部门和代表参与，主动接受监督，杜绝暗箱操作、徇

私舞弊。同时也要加大查处力度，决不姑息迁就，充

分发挥惩戒的警示作用。

全面实行阳光招生

问：初中教育属于义务教育范畴，《意见》是如何

强调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的？

答：义务教育是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义务教育

是政府的责任。因此义务教育入学是政府行为，

而不是学校行为，学校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意

见》要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上级教育行政部

门指导统筹下，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所

在学区、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近入

学原则依街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为每一所

初中合理划定对口小学。明确划片后，要为每个

初中确定入学对象（生源）的具体方式，允许各地

根据实际采取对口直升和随机派位两种方式安

排小升初升学。县域内初中新生入学手续办理

工作要在同一时段进行，学生及父母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有效证明办

理入学手续。

学校无权选择学生

问：有的学生居住的地方有好几所初中，教育质

量不同，大家都想被划入优质初中所在的招生片区，

如何确保划片的公平？

答：划片合不合理关乎政府公信力，关系到广大

群众对教育公平的认同度。《意见》确定的主要划片

方式是“单校划片”，即直接为每一所初中合理划定

对口小学。考虑到学校间发展水平不平衡，《意见》

同时规定，优质初中要纳入“多校划片”范围，即按照

初中新生招生数和小学毕业生基本相当的原则为多

所初中划定同一招生范围，多校划片的各片区办学

水平要大致均衡。多校划片的初中，采取随机派位

的方式确定录取学生。《意见》要求片区划定后保持

相对稳定，确需调整时要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邀请

相关单位和家长代表参与，以加强监督。

优质初中对口多所小学

问：《意见》允许学生填报优质学校，但如果没有

被录取怎么办？

答：为确保优质初中入学机会均等，允许片区内

所有学生报名。当出现学生报名人数多于招生人数

情况时，要采取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录取学生。随

机派位是指采取摇号等方式随机确定初中学校录取

学生。为确保公平，我们要事先告知，切实保障家

长、学生的知情权。未能进入参加派位学校的学生，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根据就近原则安排进入其他未

招录满的学校就读。由于有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合理

分配到初中的政策，初中在一般学校就读的学生同

样有机会进入优质高中。

“僧多粥少”将随机派位

问：一些地方近期宣布了逐步取消“小升初”特

长招生的计划，《意见》对此有何指导意见？

答：一些地方将特长与招生挂钩，加重了学生的课

业负担。《意见》提出要逐步减少特长招生。要求弱化个

人兴趣爱好及特长与招生入学挂钩，逐步减少特长生招

生学校和招生比例，到2016年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招收特长生的学校所招收的特长生比例应降到5％以

内，没有特长生招生方式的地方不再增设该方式。

特长与入学逐步脱钩

问：小学择校的，能否在该小学附近就近升入初中？

答：原则上，学生应在户籍地、父母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工作或居住地入学。符合这些条件的，按照

《意见》规定，小学毕业后可升入该小学对口划片的

初中。不符合条件的，由小学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

部门具体规定。对于小学人户分离但初中想回户籍

所在地学校就读的学生，《意见》要求由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统一受理、审核，统筹安排就学。请家长在小

升初前夕关注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公布的

招生入学办法。

择校者入学办法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

问：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上初中是如何规定的？

答：《意见》根据义务教育法明确的管理体制

规定，小升初组织实施的每个环节均由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主导进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

中入学总体原则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具体

实施也是由县级进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升入初中就读的，应提前向输入地县级教育部门

咨询。

随迁子女上学需提前咨询

中国人怎么过中国新年？史密森学会旗下的美

国艺术博物馆25日特意将剪纸、木偶、皮影、泥人、年

画等民俗技艺从中国搬到华盛顿，给美国小朋友上

一堂“春节文化课”，吸引了上千人陆续到场。

农历马年新春将至，美国艺术博物馆 25 日时

隔多年再度举办“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除了本

地青少年的舞狮表演，来自天津的民间艺人现场

展示了木偶表演、泥人张泥塑、杨柳青年画等精彩

技艺。主办方还通过精心准备的“通俗教材”向美

国朋友简单介绍贴春联、倒贴“福”、吃饺子、挂年

画、发红包、逛庙会等年俗文化。

当天活动最大特色是“重在参与”，每个互动摊

位前都排着不少人。孩子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参

与制作年画、简易灯笼等，玩得不亦乐乎。华盛顿

国家动物园熊猫幼仔“宝宝”最受小朋友喜爱，在现

场转播的熊猫监护视频旁，孩子们亲自动手制作熊

猫手工作品，给“宝宝”写下祝福。不少小朋友在父

母帮助下“有备而来”，特意在服饰中加入了中国元

素，或身着中国旗袍，或头戴熊猫造型的毛线帽。

在当地书法家王粹人的书桌前，美国朋友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等着请他为自己写下中文名

字。一位家住华盛顿的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从订

阅的博物馆电子邮件中得知有这样一个活动，很

高兴带着一儿一女来参加。

“我本人之前对中国春节一点也不了解，但我

儿子海罗德现在读四年级、选修了中文和中国文

化课，很高兴能在现场接触到这么多有趣的内

容，”这位女士说。在她身边，两个孩子小心捏着

写有他们中文名字“海罗德”和“爱拉”的红纸条，

爱不释手。

美国小伙子斯蒂文·伍德一手抱着幼子，一手

举起自己的中文名“伍师坦”。和其他美国朋友现

场音译的中文名不同，伍德此前在得克萨斯州求

学时选修中文课，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中国味十

足的中文名。

其实，中国春节对这个迎娶了北京姑娘的白

人小伙子来说已丝毫不陌生，但他还是在现场收

获不小。“今天活动很有趣，能有这么多家庭来参

与倒是令我没想到，”他说。

夫妇二人正计划今年 4 月带儿子“振恺”第一

次回中国看看。“我们现在也教他说中文，希望他

有机会学学汉字和书法，”伍德笑着说。

今年是美国艺术博物馆首次与中国驻美国大

使馆合作举办这项活动。美国艺术博物馆对外事

务部主任乔·安妮·吉鲁拉告诉记者，很期待能与

中方合作将“中国新年家庭日”办成一年一度的文

化活动。

她介绍说，展览中的展品往往不能供人触摸，

因此博物馆很高兴为公众举办这类带有互动环节

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人们可以用手、眼等更多途径

去感知文化，当天活动让美国人对中国新年有了

更多第一手认知。 （据新华社）

美国娃博物馆里“学”过中国年

坐 一次地铁、写一副对联、画一幅漫

画……今年寒假，郑州不少小学生领到了不

同以往的寒假作业，这些充满趣味、民俗味，

甚至文艺味的作业受到许多孩子和家长的好

评。

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寒假作业很特

别，就一个字：“桥”。孩子们可以以任何形式

表现“桥”。比如，看桥，可摄影、欣赏他人美术

作品并给予评价；听桥，可以录有关桥的各种

声音；写桥，写看桥的经过、桥的故事或文化

等；做桥，做好看的桥、能承重的桥等。

谈到为什么要以“桥”为主题，来布置这

次的寒假作业，该校教科室主任刘素平说，桥

的隐喻很好，一是沟通原本相互隔离的物、人、

知识间的媒介；二是，引向新目标的途径。

刘素平还认为，完成这份作业，需要有

家长的陪同和协助，这就创造了一个孩子与

家长交流的机会。“这将是一个共同学习和

成长、家庭间情感交融的美妙过程。”

郑州市众意路小学的孩子们也将过得

轻松愉快、年味十足，他们的寒假作业是写

春联、剪窗花，自制花灯，寻找特色的民俗表

演，并用相机记录下送祝福的温暖一刻。该

校少先队辅导员马艳丽说，通过动手动脑

后，可以让民俗知识活灵活现，更加容易接

受，比死板的书面作业受益更多。

郑州市黄河路第一小学则让学生在家

长的陪同下坐一次公交车，再坐一次地铁前

往相同的目的地，记下行程所需要的时间，

让孩子感受地铁与公交车的不同，同时把整

个体验过程做成一张小报。

郑州市文化路第二小学给孩子们布置

了一项“了解家庭春节开支”的作业，要求孩

子采用记账、追踪、提问等多种方法，调查家

中春节期间的购买新衣、年货、送礼等各项

开支，认真记录然后完成一份小报告。

此外，还有完成一份“涂鸦日记”、学做

一道家常菜、参加一次家庭火灾逃生演练等

各种趣味实用的寒假作业。

热衷于亲子教育的学生家长王伟亮说，

这些作业最终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和家长

的引导、配合、支持有很大关系，家长应该积

极鼓励孩子认真完成这些作业，并给予适当

的帮助，从而让这些创新形式的寒假作业发

挥更大作用。 （李亚楠）

趣味寒假作业让孩子轻松全家受益
正值“1＋5”新高考改革方案确定后的

首个寒假，记者在兰州市一些教育辅导机

构采访发现，人们对高考改革“减负”期望

甚多，可寒假补习却丝毫没有放松，家长学

生们为何如此“纠结”？

21日上午9时许，兰州市民张玉婷正在中

山路新东方学习中心一楼的走廊内徘徊。自

儿子寒假一开始，每天七点多起床，搭乘开往

补习班的早班车，再在学习中心的“家长休息

区”内停留两个多小时，成为这位中年母亲一

天内最具规律的生活。她告诉记者，14岁的

儿子今年读初二，为了中考过关，报名参加了

该辅导机构的数学、英语两科“尖子班”。“英语

太拉分，不补没办法，学校就教那么多。”

随着新一轮教育改革的轮廓日渐清

晰，对于曾经一贯坚持的校外“补习”，家长

和考生们的态度出现了反差。有人认为，

应该“将补习进行到底”，也有人表示，补习

需要再三考虑才能决定。

“英语对孩子的学习影响太大了，毕竟

不是常用语言，没有多大用处。”张玉婷对

记者说，“改革降低英语的分值，我非常支

持，这样一来考生们的成绩就不会差太多，

儿子也没必要再补习了。”

看着一家家补习班的广告宣传，兰州

市民聂春兰显得有些为难：“孩子不补怕跟

不上进度，补了今后万一不考岂不是多余，

白白浪费了精力。”

10 时 30 分，新东方学习中心的大厅内

嘈杂声渐起，只见一拨“尖子班”的学生补

习刚刚结束，又是一拨“提高班”接踵而

来。学习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与往年

相比，前来补习的学生人数没有出现明显

变化，寒假依然是一个补习旺季。

“改革政策、教育导向和市场需求都在

变，唯独高考的指挥棒没有变，目前来看，分

数依然是升学的核心竞争力。”兰州城关区

学大教育培训学校校长金黄定平说，无论是

文理不分科，还是英语一年多考，只要教学

大纲没有变，学生们就不会贸然停止补习。

尽管改革动向让人们为是否坚持“补

习”纠结，但由于多数省份的对应改革政策

尚未出台落实，大多数人仍持观望心态。一

些家长表示：“如果孩子自己想学，就支持上

补习班，不愿补习那也不会强求。”（梁军）

补习班见闻:不补不行，补了多余？

新春走基层之关注寒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