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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榜单都不是出自教
育部门或学校，而是一些自媒体公众
号。其中，又以房产类自媒体居多。按
照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公布学生
排名，更不能公布学校排名。因此，这
些民间发布的榜单数据往往是自媒体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拼凑的。若要说这
些数据统统是造假，也不尽然。但确实
又存在纰漏百出、夹带私货的情况。

我市某中学校长向本报记者吐

槽，他在网上看到一些自媒体对各校
中考成绩胡乱分析。比如，有一篇自媒
体推文提出“看初中教学质量好坏，主
要是看定向生录取”，并以此来对学校
进行排名。这名校长说，如果是初中
校，定向生或许可以当作一个衡量指
标；但对于一些完中校来说，每年校内
初中部相当一部分比例的毕业生都可
以直升高中部，单看定向生数据显然
说明不了什么。而且，不同学校的办学

规模不一样，基数不一样，被录取的学
生数自然不同。

也有教育界人士透露，有一次，某
区进修学校对期末考成绩进行数据分
析，部分数据外传，马上有房产类自媒
体拿去大做文章，点评某校考得特别
好，顺带植入该校隔壁某新楼盘很有
希望划入其招生范围。过了一周，这个
新楼盘售价一平方米涨了5000元。

面对这些扑朔迷离的榜单，有的

家长表示难以理解：学校办得好不好，
真的能这么看出来吗？一次考试成绩
能说明什么呢？也有一些家长以此作
为购买学区房的参照。

采访中，多名中小学校长均表示，
好学校固然重要，确实有一些好校长、
好老师，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可以
带领学生逆风翻盘。但这并不代表普
通学校里就没有好校长、好老师。何
况，学校之间也是“风水轮流转”，这次
A校考得好，下次B校考得好，没有谁
能稳坐第一宝座。

此外，也要看到，伴随着教育均衡
的推进，各校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家
长没有必要过于盲目追逐学区房。与
其关注某校考得好不好，不如想想自
己如何在家庭教育方面发挥作用。

被称为“全国最牛的中学校长”的
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被问及学区房
和择校问题时曾表示，有很多事例证
明，家庭教育是决定孩子未来职业成
功、生活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家庭是孩
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我们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如
何改进家庭教育上，让父母在人格和
精神上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楷模。

“您认为幼儿园与小学最大的不
同有哪些？”从调查结果来看，排在前
三位的分别是学习环境不同、课业压
力不同、教学方式不同。

52%的家长因幼小衔接而感到焦
虑。家长的焦虑主要来源于学习习惯
养成、知识储备差异、生活习惯养成、

小学作业/考试方式、幼小衔接课程必
要性等。

关于幼小衔接，家长引导孩子做
了哪些准备？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提
前学习汉字、提前练习书写、提前学习
拼音、增强图书阅读、上幼小衔接班。其
中，超过六成的家长让孩子提前学习汉

字、提前练习书写、提前学习拼音，约五
成的家长让孩子增强图书阅读，超过四
成的家长让孩子上幼小衔接班。

关于幼小衔接，家长目前最感兴
趣的话题，集中在学习习惯培养方法、
有效阅读方法指导、暑假幼小衔接居
家练习等方面。

暑期提前学拼音汉字 需要吗？
幼小衔接引发一些家长焦虑，深田小学开展问卷调查给出建议

距离开学不到一个月
了，一些孩子即将上
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已

经开始焦虑。日前，深田小学
开展幼小衔接专题问卷调查，
共收回有效问卷4600多份。调
查结果显示，52%的家长因幼
小衔接而感到焦虑，超过四成
的家长让孩子上幼小衔接班。

幼小衔接究竟该怎么做？
我们来听听老师的建议。

记者郭文娟

很多家长重点关注孩子的
行为养成和知识储备。洪尤卓
说，幼小衔接的行为养成包括日
常行为、学习行为、交往行为等。
提前学习小学规则很有必要，但
行为养成关键不是训练孩子表
现得听话乖巧，而是呵护好奇
心，保持活跃的学习动力。因此，
要有意识地对孩子行为上体现
出的专注度、思维力、判断力、表
现力等方面进行关注与训练。比
如，假期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进
行一次学习活动，类似亲子共读
一本书并制作阅读小作品，持续
观察植物的变化并进行记录等，
让孩子感受学习带来的收获与
快乐。

此外，很多家长以为，知识
储备就是提前学习拼音、汉字。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学
会学习，储备良好的学习素养。
洪尤卓介绍，学校通过暑期阅读
书单鼓励一年级的学生阅读，在
自主阅读或亲子阅读中通过听
读、指读、猜读等方式多认字，增
长知识。老师们相信，当孩子爱
上阅读，就是爱上了学习。学校
也设计了与幼儿园五大领域相
对接的原点课程起始课，并设置
校园社团等关联课程，减少学生
在课程学习上的不适应，缓解家
长的衔接焦虑，提高学生学习的
自信心。

“许多家长把幼小衔接聚焦在学
业衔接上，其实是比较片面的。”深田
小学学生发展部负责人洪尤卓说，学
校通过研究四千多份问卷以及部分访
谈结果认为，小学与幼儿园在学业衔
接、学校规则、人际互动、物质环境上
都有着需要衔接过渡的内容。幼小衔
接的困境是帮助儿童从较为关注“儿
童本身”的幼儿园文化过渡到较为关
注“社会意图”的小学文化。因此，学校

一直在思考幼小衔接的有效策略。
洪尤卓说，读懂儿童，重要的不是

追求完美的幼小衔接课程，而是倾听
孩子真实的困惑，搭建个性化衔接课
程群。幼小衔接的中心是儿童，有效的
幼小衔接应该让儿童成为课程、教学、
规则、环境等的创设者、参与者或评价
者。比如，开学前的新生适应性课程，
深田小学就尝试让儿童参与课程设
计，让课程更具有儿童视角。

对孩子来说，内部心理层面的过
渡比外部组织层面的过渡更重要。幼儿
园老师与家长可以给孩子不断渗透有
关衔接的认知，如告诉孩子即将上小学
了，向孩子描绘小学生活的样貌，播放
小学生活的一些图片或视频，在幼儿园
最后的阶段将学习的作息、规则不断向
小学靠近……洪尤卓说：“重要的不是
把孩子训练得像个小学生，而是帮助他
了解小学，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

名校榜单热传看花眼 靠谱吗？
大多出自房产类自媒体，业内人士表示应理性看待，家庭教育更重要

最近一段时间，伴随
着中招普高普通生和
定向生切线公布，各

种榜单开始在网络上热传。这
些榜单收集了中考前100名各
校占比、定向生录取人数等数
据，并以此来对学校进行排
名。有的解读“房价洼地中的
牛校”，有的分析某某学校成
了黑马，有的冠以“最高性价
比的学区”……各种名目的榜
单，令人眼花缭乱。记者郭文娟

超六成家长让孩子提前学拼音

幼小衔接只聚焦学业是片面的

把孩子训练得乖巧听话
不是行为养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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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不仅仅是知识储备。图为一年级新生上课。刘东华摄

■初三学生参加中考前为自己加油打气。（资料图）刘东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