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狂热的“名校情结”家长，这位负责人建议，应该根据孩

子自身情况，来为孩子选取升学的学校。

当他得知有幼升小的家长要求孩子每天做两套试卷，以应

对名校升学时，他连称“不可取”。

“其实小学之间并不必过分追逐名校，而初中的话，也要根据

孩子的接受能力，不能过分拔苗助长，要求其必须进名校，如果周

围孩子都是成绩特别好，而自家孩子跟不上班，结果很可能适得其

反，使孩子产生厌学情绪。”他建议，家长们应该端正心态，为孩子

合理选择学校，不可拔苗助长。

建议：调整心态合理选校，不可拔苗助长

某些名校的分校，师资力量相同，但升学率普通

教育专家：名校升学率高，主要是因为生源优秀

每年夏天的“暗战”

按照规定，合肥市区小学、初中的报名工

作，家长只需在规定时间内带着相关证件到指

定报名点办理入学报名手续，即可入学。然而，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记者调查发现，在名校因

素的带动下，为了让孩子进好学校，家长们不惜

挤破头皮，拼关系、走门路，使出浑身解数。

一方面，各种名目的补习班、幼升小“衔接

班”成了香饽饽；另一方面，名校、教育部门也因

家长说情而不堪其扰。

记者从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了解到，与

以往相比，2014年的一大变化是，特长生招生比

例明显下降，从去年的15%降至10%。市区及

县(市)城区择校生比例，继续严格控制在学校招

生总数的4%以下。

政策：择校生严格控制在4%以下
为何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限制择校和努力引导

生源的情况下，家长对名校的狂热依然不减？
在此期间，教育主管部门遇到过哪些困境？采取了

哪些方式？对家长又有哪些建议？
为此，星报记者多方采访家长、合肥老牌名校的老

师、学校负责人和合肥市及区教育主管部门，试图从这
里寻找答案。

记者 曾梅 马冰璐

记者采访获悉，由于合肥老牌名校招生名额有限，

2013年就曾要求择校生比例不得超过5%，因此每年都

会出现大量小学生报考少量重点中学的现象，如46中，

有一年曾出现过竞争惨烈的情况。据悉，当时参加入学

考试的有1330人左右，最后录取的只有100多人。

根据规定，合肥市区“小升初”公办学校坚持免试，

划片入学。但是，不愿去划入的那个学校，学生可以“择

校”进入心目中的“名校”。

此前有合肥市某知名小学老师，对本班50多名学生

进行“升学”调查发现，每年至少有一半学生要报考知名

的初中。

调查：家长压力下，半数孩子追“名校”

“你看今年成绩，合肥市中考前三名都是这个学校

的。所以说，我当初挤破头把孩子塞进这个学校，还是

正确的吧？”最近几天，王女士几乎每天都会向丈夫唠叨

自己的“先见之明”。

几年前，她就开始着手为孩子上名校准备。高价买

学区房，计划失败后，又转而找“门路”。名校、教育局，

只要八竿子能够得着、攀得上的熟人，她都一定会跑去

找找。从年初至今，前后找了至少20人，终于把孩子

“塞”进了名校。

“为啥挤名校？升学率高呗！”她说，自己大姐的孩

子就是在这所学校上学，这些年耳濡目染名校的强大师

资力量、规范的教学、老师的严谨负责、良好的学习氛

围，还有那让人称赞的高升学率，都成了不得不选择该

校的原因。

在王女士看来，大多数家长为孩子选择名校，也都

是基于此。

家长：为啥挤名校？升学率高呗！

张军（化名）是合肥市区某老牌名校的老师。去年

底至今，他一直受到各种升学“骚扰”。

“我们学校允许每名老师照顾一个外学区的学生，

就因为这一个名额，我家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张军

说，来的不是老朋友就是老同学，甚至还有从前的老领

导来给自己孙子“讨”名额。

几乎所有来“讨”名额的家长都会带着礼品送上门，

还有的找到张军的父母来说情。最终，张军把这唯一的

名额给了一个最要好的朋友。“那些送礼的，我都得一一

给人送回去，这东西哪能收呢？”他说，因此他还被很多

亲友责怪不通情理，让他很是委屈。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负担。”他感慨地说。

老师：家长说情讨名额，不堪其扰

“别说老师了，就算学校领导，每年暑假也都不敢开手机，因

为很多是来说情的。”采访中，合肥某老牌名校的一位相关负责

人坦言，他周围许多名校校长都会在7月15日之后关闭手机，就

是为了防止分班被人情因素所影响。

对于家长们追逐名校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名校

的师资力量较强，学习氛围相比更好些，最直接的莫过于升

学率高些。但实际上，名校之所以有如此成绩，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历史和客观因素。

“比如，名校大都位于老城区，这里是合肥市教育、经济和文

化中心，原本的生源较好，加上长久以来形成了良好师资力量和

学习氛围，从而造就了较高的升学率，这才引起家长们的追逐。”

他说。

但他认为，家长不必过分追逐名校，比如合肥某知名中学在

滨湖区设立了分校，师资还是原来的师资，但学生整体成绩却也

不见多好，可见生源是名校的“生命之源”。

学校：家长看重升学，名校未必万能

近日，星报记者采访合肥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他表示合

肥严格控制择校。

如今，家长们追逐名校的火热一直高烧不退，究其原因，合

肥市包河区教育局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主要体现在现实、理论

和制度上。

“对于家长们追逐名校的心理，我可以理解，毕竟老牌名校

的师资、学习氛围是相比较好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好的

学校接受好的教育。”他坦言，家长对名校之争，无非是对名师

资源的争夺。包河区名校资源丰富，如46中、48中、师范附小

等，相比压力稍小一些，但家长过分追求名校，还是让他有些招

架不住。

“比如我就听说过有教育局的人为家长批条子的，每次拒绝

都等于是得罪了对方，头疼得不行。每次都只好安排招办的工

作人员对家长进行详细解释。”他说，毕竟名校资源很难满足每

一个学生，这是目前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

教育局：理解家长心理，严格控制择校

采访中，合肥市包河区教育局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为

了缓解家长过分追逐名校而导致的教育不均衡，采取了一系列

的措施。

“比如，最常用的是名校带弱校，实行共同体，或是名校和弱校

老师加强沟通交流；此外，教育部门还会加强对弱校老师的培养、

师资力量的提升，在政策上适当倾斜，给弱校更多的成长空间。”他

说，不仅如此，该区还实行教育一体服务中心，缓解弱校无专职教

师的困境。

办法：名校带弱校，打造优质高位均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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