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
"

规定
#

凡年满
!

周岁的

儿童
#

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

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

成义务教育
$

条件不具备的地

区的儿童
#

可以推迟到
"

周

岁
%

据此规定
#

近年来我市根

据适龄儿童的出生人数及各

小学校的教学条件
#

适时调整

了小学生的入学年龄
#

入学年

龄规定在
!#"

岁间
%

今年
#

依

据我市小学生入学政策要求
#

市直小学要首先保证
!

岁半

以上儿童全部入学
#

如不能完

成招生计划
#

学校可逐月放宽

年龄到
!

周岁
#

直至完成招生

任务
%

各县区可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确定相应的招生年龄
#

并

积极创造条件
#

逐步过渡到
!

周岁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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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鹤翔小学的李老师也

表示
#

幼儿园的教育相对轻

松
&

自由
#

孩子在学习和做

游戏时没有太多约束
% '

一

旦到了小学
#

仅课堂纪律就

不同
#

一节课要端坐
$%

分

钟
#

很多六七岁的孩子尚且

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适应
#

年龄小的孩子就更不好办

了
%

再说
#

每个班的学生多

达六七十人
#

多数是适龄入

学的孩子
#

老师在授课时必

然要根据多数学生的学习情

况安排课程进度
#

这样
#

少

数年龄小的孩子因为理解能

力
&

书写能力等原因
#

与其

他孩子有一定差别
#

学习会

比较吃力
#

由此也容易产生

厌学情绪
%(

但针对许多家长想让孩

子提前入学的打算
#

一些老

师建议家长要正确评价自己

的孩子
#

看其是否具备了提

前入学的能力
#

而不能只考

虑孩子的智力因素
#

要从体

能
&

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综合

考虑
%

此外
#

如今的孩子由

于掌握知识的渠道相比以前

增多
#

智力水平也相应提高

了很多
#

应该说多数孩子都

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

至于

说到天才
#

那毕竟只是少数

人
%

./01234

从事小学教研工作多年

的程老师表示
#

他虽然没有针

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

但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家长咨

询这类问题
%

一些家长为了

让孩子提前入学
#

想方设法

托人
&

找门路
#

甚至不惜更

改孩子的年龄
#

有的家长还

千方百计将不到入学年龄的

孩子先送到入学年龄管得不

太严的学校
#

然后再转学
#

搞
'

曲线入学
(%

这些家长普

遍认为自己的孩子智力发育

较好
#

比如孩子能背几首唐

诗
#

就认为足可以提前入学
%

但程老师发现
#

不少提前上

学的孩子
#

学习成绩并不理

想
#

当然也有成绩突出的
#

但这些孩子在行为表现以及

心理发育上
#

与其他孩子是

有差异的
%

市桃源小学的王老师表

示
#

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会有相应的身心发展状态
#

应

当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
#

上学如同结婚
&

生子一样
#

太

早或者太晚都不好
#

都有可能

对其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 '

从

历年所教过的一些孩子看
#

一

些年龄小的孩子
#

因为发育得

还不充分
#

往往出现写字速度

慢
&

跟不上学习节奏等一些情

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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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赞成孩子提前入学

的家长不在少数
#

认为按规定

年龄入学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和发展的家长也大有人在
%

这

些家长认为
#

学龄前的孩子一

年一个样
#

&

岁孩子的身心发

育与
!

岁的孩子是不同的
#

而

且提前入学
#

孩子将来并不一

定能够抢到发展的先机
%

儿子读小学三年级的宋

女士认为
#

&

岁孩子的生活能

力
&

心智等
#

都还比较弱
#

这么

早入学
#

孩子很难适应来自学

习等方面的要求和压力
%

相比

之下
#

足龄入学的孩子更容易

与同龄孩子相处
#

压力也不会

太大
%

去年女儿
&

岁半就入学

的贾女士深有感触地说
#

她后

悔让孩子提前入学
%

因为女儿

年龄小
#

写字慢
#

理解能力弱
#

家庭作业每天都要写到晚上

十点多
#

孩子辛苦
#

大人也辛

苦
%

此外
#

孩子还经常以自己

年龄小为由
#

为自己欠佳的考

试成绩找理由
%

虽然许多家长都认为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

但也

有家长让孩子
"

岁甚至
"

岁

半才上学
%

这些家长表示
#

人

的童年太短暂了
#

应该让孩子

多享受一下无忧无虑的童年

生活
%

"

岁或者更晚入学
#

孩

子会在各方面更适应学校的

学习生活
#

也更利于孩子的健

康成长
%

;<=>? @A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

赞成

孩子提前入学的观点
#

主要基

于现代社会竞争压力越来越

大
#

孩子早一年入学
#

或许将

来就能掌握先机的想法
%

家长田女士认为
#

现在生

活水平提高了
#

孩子的身心发

育比较早
#

也比以前的孩子聪

明得多
#

&

周岁的孩子已经具

备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条件
%

而

且
#

社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

孩子能早一年入学
#

或许机会

会更多
%

某机关公务员李先生也

持相同的观点
%

他说
#

如今各

个行业特别是国家机关单位
#

选拔干部时都有年龄要求
#

工

龄较长
&

年龄又较小的人
#

被

选用的可能性较大
#'

孩子早

一年入学
#

当然就多了一些机

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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