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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初“校外校”引发家庭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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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侧记

“零择校”催热小升初

“三校”成为“香饽饽”

“好的学区房越来越贵，家
长又不甘心让孩子直升对应的
普通初中，于是孩子只能通过小
升初考试来冲击名校。”家长李
女士表示，小升初考试的专项冲
刺班就是郑老师教育一直以来
高调宣传的“金字招牌”。

据了解，自2015年济南市严
格执行“零择校”政策后，具有

“小升初”资格的学校屈指可数，
而公开对外招生的只剩济南外
国语学校、山大附中、稼轩中学
这三所，录取难度年年攀高。郑
老师教育除了按教学难易梯度
分为精英班、提高班、强化班以
外，还会根据学生考取三校的意
向，分为济外、稼轩、山大附专项
班。“像外国语班更重视外语，稼
轩更重视数学，而山大附中在语
数英之外对于百科有较高的要
求。我们会对症下药，这也是命
中率高的原因。”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郑老师教育小升初的效
果，学校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这样
一连串数据：在2016年的小升初考
试中，郑老师教育共有129名学员
考入山大附中(含辅仁中学)，占其
招生总人数的58 . 6%，73名学员考
入山大附中本校，占本校招生总
人数的73%；494名学员考入济南外
国语学校，占其招生总人数的
61 . 8%，前260名免费生中学员共有
146名；251名学员考入稼轩中学，
占其招生总人数的31 . 4%。

一方面是机构津津乐道的数
字，另一方面是庞大的家庭群体
为这一数字而失去十多岁孩子
本应有的快乐周末。记者在调查
中了解到，郑老师教育每个班级
班额不超过 36 人，按照每校区精
英班、提高班、强化班各五个来
计算，14 个校区大约有 7000 余
名学生。

重培班百里挑一“掐尖”

家长质疑过度包装

“进去后相当于一只脚迈入
了三校。”“听说去年有一个班 20
个人 10 个都上了‘三校’”。在采
访中，记者听到许多家长这样议
论，而议论的对象正是郑老师教
育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拳头产
品”重培班。据工作人员介绍，重
培班是由具备多年教学经验并
且熟知“小升初”考试体系的专
业师资进行授课的，“优中选
优”。“如果进入重培班却考不上
三校，我们会全额退费。”据了
解，重培班的费用几乎是其他班
级的三倍。

然而，重培班真的有那么神
吗？记者了解到，重培班每年不
会开放对外报名，而是通过选拔
的方式组建。每个想进入的学员
必须参加三次笔试和一次面试，
成绩合格才能进入。以2016年为
例，共有2500多名学生参加，80人
进面试，而最终仅仅有大约20人
考入。

而据统计显示，在2016年的
小升初考试中，报名热度最高的
山大附中本校录取比例才仅为
30：1，远远低于郑老师教育重培
班125：1的录取比例。有家长认
为，“考郑老师重培班比考一本
还难，快赶上考公务员了，这不
是掐尖又是什么？”不少家长表
示，这些考入的孩子自身本就非
常优秀，跟在什么机构辅导、什
么老师讲课等关系不大。“就算
不上重培班，这些牛娃也能考上

‘三校’，教育机构在其中起到的
作用究竟又有几分呢，这个我们
谁也不能肯定。”

也有一些家长感到非常矛
盾，“郑老师对于重培班的神奇
效果宣传力度很大，让我们一边
纠结这是否值得，一边又担心如
果不报孩子会落后于他人，真是

进退两难。”家长王先生说。

节节考试次次排名

张榜公示引亲子焦虑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在郑老
师教育的每个校区门口，都会醒
目地竖着几块展板，公示该校区
五、六年级学生最近测验的成
绩。除了每个学生的具体得分以
外，还涵盖了校区名称、班级、座
位号、就读学校等信息，唯有排
名一栏是空着的。但明眼人都可
以发现，该表本就是按照成绩由
高到低进行的排序。“郑老师教
育每周每节课都会进行考试，展
板随时更新。到了段考、月考、期
中期末考等，会给出全市校区的
大排名。”一位正在浏览成绩的
家长说，“这能为孩子在全市的
排名情况摸个底。”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
为，这样的张榜并不妥当，“有损
自尊”、“打击信心”。读初二的李
同学感慨，“我报名郑老师教育
是因为我的好朋友，但我们渐行
渐远也是因为它。”李同学当时

与朋友小彭一起参加辅导班，由
小彭的母亲来接送。小彭的母亲
经常当面对小彭的成绩评头论
足。更让小李觉得难堪的是，小
彭的母亲往往会拿她的成绩与
小彭的成绩作比较。“每次阿姨
说时，我都感觉小彭的脸色很
差。后来她就逐渐和我疏远了。”
学生小卢则表示，阶段性的测试
能检验学习水平，但太频繁的考
试反而挫伤积极性。“考试太多，
有些总考不好的同学就麻木了，
上课更不积极。”

对此，山东行知青少年发展
研究中心的一位心理学教授认
为，事实上，将成绩排名直接张
榜公布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
犯到了孩子的隐私。而对于一部
分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差的孩
子来说，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会导
致其自卑甚至自暴自弃，从而造
成心理伤害或引发家庭焦虑。教
育机构不能诱导家长把“别人家
的孩子”与“自己家的孩子”进行
比较，而应该重点关注孩子的未
来发展。

12月3日，记者来到了郑
老师教育共青团总校。正值中
午，许多家长站在校区门口等
待孩子下课。12点刚过，有外
卖小哥手提十几份快餐盒快
速奔入学校，径直走向前台。
校区附近的超意兴快餐店已
是人满为患，每张餐桌前一位
家长带着一个孩子，几乎成了

“标配”。家长问个不停，孩子
却往往埋头不语。据了解，孩
子们中午的休息加吃饭时间
是从 12 点到 1 点半，这也就
不难解释为什么每个孩子吃
饭时都像在打仗一样紧张。

下午 5 点半左右，原本就
十分拥堵的共青团路上更显
逼仄。“加上堵车和找车位的
时间，来回就得花三个多小
时，还不如骑小电驴。”一位刚
把电动车停下的家长说。另一
位早来的家长手里拎着熟食
外卖袋子，似乎是给孩子准备
加餐用的，“早晨 6 点多就把
孩子叫起来，8 点上到 5 点
半，回去他困得一句话都不愿
意多说。”

5 点 35 分，有学生陆续出
来，带着有些疲惫的神色在人
群中寻找自己的父母。12 月
的傍晚已经寒气逼人，家长把
帽子、围巾给孩子掏出来给孩
子“全副武装”，踏上电动车缓
缓离去。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许
多孩子为了能就读理想的班
级，不惜穿越大半个济南城区
来上课，有的更是全家总动
员，从早陪到晚。

以高新区校区为例，记者
了解到，在该校区上课的学生
有大概有一半就读于高新区
的小学，但同样有相当一部分
孩子来自于槐荫、章丘等较远
的学校，最远的一个就读于济
北小学。按照就近入学的原
则，该学生的家应该位于济阳
县，这也就意味着，每周末的
课程，这个孩子都要穿越济南
的北部，经过近 50 公里的奔
波，来到这上课。这同样意味
着，孩子的家长很可能就将在
该机构附近等待整整一天。

记者 王倩玉

奔波50公里来上课
家长孩子疲惫不堪

□记者 王倩玉
12 月 5 日，济南市教育局召

开德育品牌创建计划启动与“学

长制”推介会在山东省实验中学
举行，山东省实验中学副校长何
庆利向与会人员详细展示了学
长制的实施过程。自此，济南市
第一张德育名片“学长制”在全
市正式推广实施。

在推介会上，何庆利副校长
发表讲话，“学长是学校内生的、
可靠的，也是往往被教育者忽视
的宝贵的教育资源。是对‘学生
教育就是靠教师’这一传统的、

‘过于窄化’的育人方式的一次
重要变革，让学校的育人模式更
加丰富和多元。”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学长制
给省实验的学子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同时也是对于“生本文化”
和“朋辈文化”再造和高扬。担任

学长者得到了自我教育与提升
的机会，低年级的学生在学长的
引领中感受着朋辈的关怀，在与
学长的近距离接触中感悟着成
长的欢乐。学长制让“教学相长”
的深刻内涵得以新的彰显。

有低年级学生在听完学长
报告会以后不禁这样感慨道，

“学长报告会不仅传授了我们知
识、技巧，还给了我们一个启
示——— 这是实验的学生；给了我
们一个目标——— 我要成为实验
的学长。”

据了解，济南市教育局在推
行学长制的基础上，启动“品牌
德育创建计划”，每年在全市范
围内推选德育品牌，以此推进德
育创新。

有问题找学长，“学长制”成济南首张德育名片

■ 关于学长制

□记者 王倩玉

在刚刚过去的11月，由“学而思”引发的教育领域大讨论，又
一次让家长们的焦虑无处遁形。与此同时，在济南有一家本土的
辅导机构，不仅高调设置了重培班来“掐尖”，并且在每堂课都进
行考试和排名。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印着孩子姓名的考试成绩
将在校区门口像展览般向全体路人公示，使得家长和孩子深陷
焦虑，它就是在济南已经有十余家校区的郑老师教育。

图图为为学学长长到到新新生生班班级级参参与与第第一一次次班班会会

“学长制”是指让高年级
同学担负起帮助和指导低年
级学生的责任，实现学生间
学习上的自助，生活上的自
理，成长中的互助。通过学长
的传承，让低年级学生快速
融入高中生活与学习，积极
参与学校活动，正确认识生
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制定科
学合理有效的高中三年规
划。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
通过这一过程培养自理、自
立能力，完善人格，实现学生
双方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提高。2014年，由山东省
实验中学撰写的《高中推行
学长制的实践探究》荣获了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学长制也因此成为全
市基础教育的靓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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