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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初的报道，不知怎么，一下子想起了这样三句话:广州人

只管自己赚钱；上海人不但自己赚钱，还要看看别人赚了多

少；北京人呢我赚不了，咱们谁也别想赚。 潜台词是谁也别

想上好学校。 有关部门的小升初新政策主要是一连串的“不

能”:不能跨区入学；不能更改电脑派位；不能举办重点班；

不能举行与入学挂钩的考试；不能以各种竞赛成绩和考级证

书作为录取依据⋯⋯其核心是，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凭户口

和房本而不管其它。其潜台词是:谁也别办实验班；谁也别想

上好学校。 一切都是差别闹的。不承认差别，就不是实事求

是。除了学校间的差别，学生间也有差别。这是客观存在的

。学校想招好学生，学生想上好学校；所以才有了学生择校

、学校挑人，也就带来了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 任何方法

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划片分配入学，也公平不到哪里

去，住在名校边上的就占了便宜。电脑派位更是撞大运。要

说副作用同样可以出现。比如，人们会想方设法迁户口；比

如，有钱的主儿在名校边上买住房。 考试还算是公平竞争。

在目前阶段，很难找到可以准确、科学、客观地反映学生的

能力、水平或者自身条件的方法了。尽管考试也可以作弊，

但相比较而言，还算是一种公平的竞争形式。如今规定:所有

学校都不能自行组织考试或测试录取学生，而用素质评价和

成长手册来取代，这在操作层面上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

难以全面体现学生各方面的情况；人为因素太多如果老师对



一个学生不大欣赏，估计这学生的评价、手册也好不到哪里

去。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做到客观、公正的。 各种竞赛和考

级也不能全盘否定。据我所知，各种学科的国际奥林匹克竞

赛都在举行，而这些选手肯定应该从娃娃抓起，也需要一些

中学加以培养。如果没有孩子去钻研那些恐怕也不是正常现

象。 什么都可以实验，为什么教学不能办个班实验实验？对

于实验班、重点班一直褒贬不一。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也

不是个好的办法。还是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对于那些确有天赋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不也是因

材施教吗？即便学生本身没有特别之处，如果老师采取了不

同的教学方法，能够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不也是一种有益的

尝试吗？为什么一定都要“吃大锅饭”呢？ 靠行政手段来均

衡“生源”，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尽管是义务教育，也要讲

究个客观规律。吸引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办好的学校。当然

，学校都办好了，也还是会有个差别的。所以，人们还是会

有“择校”的期待的。在制订政策时，一定要科学论证，慎

之又慎。尤其是涉及到孩子们的问题，更是马虎不得。你订

的政策不合适了还可以改，但由此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是无法

弥补的。这样的先例已经不少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