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的职业教育在孩子“小升初”时就已经

开始了。德国的学制一般是孩子 3岁进幼儿园，

6 岁入小学，小学学制是 4 年，小学后实行第一

次分流，多数学生一开始升入中学，就初步确定

了今后就业升学的基本方向，目的性比较明确；

到初中毕业后的第二次分流， 根据不同职业的

要求和学生及家长的意愿而定。

“我们小时候都写过一个作文题目：我的未

来。在中国孩子的作文里，未来大多数选择的是

工程师、科学家、教授、董事长等等，而德国学生

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往往会让中国的家长大跌眼

镜，因为好多孩子的理想就是汽车修理工、理发

师等我们看不上的职业。”在柏林生活了十几年

的赵先生表示，从他的感受来说，德国教育最大

的特点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兴趣。

从来自巴符州的一组小学毕业生统计数据

看出，德国家长对孩子的“小升初”选择，比中国

家长要淡定和务实许多：2009 年巴符州小学毕

业生总人数为 10.6 万人，其中 40.2％的学生进

入文理高中，34％进入普通中学，剩下 24.6％进

入职业预校。

“德国大学宽进严出， 在很多德国家长看

来，孩子进入大学未必能顺利毕业，还丧失了最

佳的职业培训的时间。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

让许许多多的德国父母在孩子“小升初”时，做

出了务实的选择。 （据《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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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教育”是对中国高考指挥棒下的中国

式中小学教育模式的一种概括。 在这种教育模

式中，学生的学习是以成绩竞争为目的，它脱离

了教育的本质———育德和启智。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延龙认为，禁

止奥数等竞技类教育，必须形成制度化措施。比

如哪所学校出了奥数题， 哪个培训机构仍在开

办奥数班，就直接撤校长职、吊销培训机构办学

资格。 只有下大气力，才能挤压其生存的空间。

“政府一定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重点扶持

弱势学校，逐步缩小优质校与薄弱校的差距，均

衡配置教育资源，体现教育的公平性。 ”北京大

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表示。

目前，银川等地探索出“指标到校”等促进

教育资源均衡的办法。高中学校招生时，由教育

部门依据初中学校的办学规模及办学质量，按

一定比例将优质高中的招生指标分配到所属初

中学校。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安全告诉

记者，“指标到校”在促进教育均衡方面已取得初

步成效，今后分配指标的比例还应提升。

“择校实质上是择师”。专家认为，加强薄弱

学校建设， 同时应加强优秀教师在公办学校间

的有序流动。 武汉今年尝试推进区内教师轮岗

制，促进名师流动，让名校带动薄弱学校共同发

展。

“上好的初中，才能上好的高中，上好的高

中才有更多希望上重点大学， 这是一个学生成

长的路线图。这样，高考压力提前 6年压到了孩

子身上。”河南省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金波认

为， 对小升初择校热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加以

扭转，素质教育将永远是句空话。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叶显发表示， 要使

素质教育落到实处，应从大学选拔考试开始，树

立多元化的选才标准。教育要以人为本，更应关

注小学阶段孩子的身心健康、 学习兴趣和习惯

的培养。

（据《半月谈内部版》）

小升初沦为黑色“小高考”

名校变相举行各类考试选拔优质生源，素质教育成口号

小升初本应免试就

近入学，严禁组织统一

考试。 但近年来，小升

初择校越来越热，各地

名校纷纷使招，变相举

行各类考试选拔优质生

源，形成一条越拉越长

的灰色利益链。 为了争

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

源， 家长和孩子奔走在

各类培训班之间，家长

们焦虑苦闷，孩子们疲

惫不堪。 然而，这一畸

形的竞争怪圈仍在蔓

延， 裹挟着更多的人参

与其中。

黑色“小高考”

灰色利益链

湖北武汉一位初中校长介

绍，尽管规定初中招生只能采取

目测、 查看个性特长等方式，不

得以笔试方式择优，但实际上有

很多学校仍在组织奥数、英语等

各种考试，有的还打着奖学金测

试等幌子组织考试。

在宁夏银川、 河南郑州等

地，由民办学校“导演”的小升初

甚为激烈。 每个学校单独命题，

考试时间不同，有的还组织多次

考试。 为了胜出，小学生们不得

不在正常学习之外，奔波于各种

冲刺班。家长何庆感叹：“接到被

录取的电话，孩子和我都激动得

哭了。 在大半年时间里，孩子共

参加了 6个学习班，累得让人心

疼，我也跟着受煎熬。 ”

武汉妈妈熊女士在网上发

布《女儿小升初，我被逼成“变态

娘”》，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她说：

“为了女儿培优，我舍不得吃穿，

把大把钞票送给培优机构。节假

日不属于孩子， 也不属于我，眼

睛盯着的只是考试成绩，原本正

常的小升初变成了黑色‘小高

考’。 ”

小升初择校热的背后，实质

上是利益的交换。 21 世纪教育

研究院负责人、北京理工大学教

育专家杨东平说，一些地方教育

主管部门与重点学校结成利益

联盟，造就居高不下的择校收费

市场。 重点学校与培训机构结

盟，规避风险，制造课外培训的

巨大商机并分享利润。

为了抢夺优质生源提高升

学率，一些公办高中通过控制民

办初中学校，收取高额学费和择

校费。在银川、郑州等地，各民办

学校除通过考试的尖子生外，线

下学生通过缴纳择校费获得入

学资格，学费单算，择校费以每

差一分交 1000 元～3000 元不

等的标准计算。

“占坑”是近年来北京小升

初出现的新名词。“占坑班”大

多是公办重点中学自办或与社

会机构合办、 面向小学生的学

科培训机构， 从中选拔优秀生

升入该校初中。 据了解，“占坑

班” 费用仅是小升初花费中较

小的一部分。 此外，重点中学、

大学教师及专职教师相当走

俏，教材出版机构也因此获益。

按惯例， 小升初考试应在每年 6 月底至 7

月初小学毕业后进行。但为了抢夺优质生源，许

多学校私下组织考试，或委托培训机构考试，并

将时间不断提前。

目前，郑州民办学校、培训机构组织的小升

初考试时间， 已从 5 年前的暑假期间提前到 4

月份，甚至有的学校提前到春节前后。

在银川，依托公办高中建立的 3 所学校，每

年六七月份举办小升初考试， 报考学生越来越

多，录取比例却逐年降低。 2010 年，有 8000 多

名学生报考这 3 所学校，录取率为 15％。 去年

约 1.2万人参加考试，录取率为 11％。

武汉部分初中除电话通知预录取外， 采用

人盯人措施，让老师对口联系，打情感牌。 对特

别拔尖者免收上万元的择校费。通过测试，部分

初中名校早就将优秀学生收入囊中， 并让家长

提前交费以锁定生源。

相反，一些师资力量薄弱的公办学校，划片

入学的学生报到率严重不足。 武汉市武昌区一

所普通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对普通学校来说，

划片就近入学成为空话。

近年来，学校每年招生才七八十人，全校招

生人数和重点中学一个班的规模差不多。 重点

学校人满为患，很多家长托关系、走后门想把孩

子送进重点学校，而普通学校由于生源差，教学

质量受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2011年发布的调研报告

显示， 电脑派位方式呈现萎缩之势， 北京市东城

区、 西城区和海淀区，2011年只有不到 5成的学

生以电脑派位方式入学。另一项调查则表明，92％

的家长在可能的情况下愿意择校， 电脑派位几乎

被家长们视为“垫底的选择”。

“撑死”名校，“饿慌”普校

均衡配置教育资源，落实素质教育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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