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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琼（化名）的女儿在一所热门公办小学读六年

级，成绩中上。

“我们班是比较卷的，成绩好的孩子有不少，家长

对孩子的要求也高，所以希望去一个各方面都更优质

的初中。”蒋琼说，其实他们的选择有不少，可以直升对

口公办初中，也可以去摇民办初中。

这学期开学不久，民办初中、公办初中都向她发出

了邀请。在她看来，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对好生

源都非常“渴望”，所以表现得特别主动。

她先带女儿去了一所民办初中参加体验活动。“这所

初中离我家最近，上学最方便，这几年整体情况也不错。

有同事的儿子去年刚毕业，觉得学校在对中上学生的培

优上有一套，这点比较吸引我。”蒋琼说，体验活动最重要

的一项就是考试，考了语文和数学两门，题目比校内难很

多，“我估计是在筛选生源，希望高分的学生都去摇号。”

不久前，女儿回家说，小学老师也在学校发了语

文、数学的练习让他们做。“女儿说题目太难了，有同学

要考哭了。最终分数没有反馈给家长。我打听了下，

班里最高分只有八十多分，最低的三四十分。”班主任

语焉不详，她猜想，可能是对口公办初中在物色优质生

源。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考试了，本来六上的期末考比

较能说明孩子的学业情况，但上学期因为疫情原因，期

末考取消了，初中学校也没有参考依据了。不管是民

办还是公办，都在主动出击，想办法摸底，真的蛮拼

的。”

家长陈女士最近经历了一场“拼抢”。她说，儿子

的成绩不错，在班级前茅，不久前，对口的初中悄悄考

了一门数学，孩子发挥不错。“公办初中老师说，只要我

们不去摇号，孩子就可以进实验班，会配最好的师资，

班里的同学也都是比较优秀的。”

陈女士说，反复权衡，她决定放弃摇号民办，“虽然

民办初中也很希望我们去摇号。但总体看，对口公办

总人数多，除了实验班外，其他的生源会相对弱一些，

争取分配生会更有希望。”

也有家长见证两所学校“同框”的场面——

一位妈妈说，前段时间，儿子的小学家长会上，分

别来了对口初中和去年民转公初中的老师。她说，虽

然表面上看，大家都客客气气，但她明显感觉到微妙的

“暗流涌动”。

“对口公办初中的老师专门开了一个讲座，讲得蛮

详细，也很诚恳，包括对于尖子生如何培优，希望尖子

生选择直升，不要去摇号。民转公学校的老师相对低

调，可能是因为现在正式招生还没有开始，不能太直

接，没有讲座，但有需要的家长可以随时咨询。”

公办、民办同时发来“邀请”

初中到底怎么分班？

教育部规定，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

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

班，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

据了解，杭州的很多学校是平行分班，也

有学校采取分层教学。

往年，初一新生素质测试，也就是大家俗

称的“分班考”，是不少学校分班的主要依据，

也有初中是依据学生六下的成绩进行分班。

一般来说，平行分班采用的是“蛇形分班”

的方式，也就是按考试成绩将男女生分别排

列，再通过蛇形排队的方式进行分班。这是目

前比较受到认同的平行分班方法，学生分布较

为均衡。

一位负责初中招生多年的老师表示，接下

来，各初中陆续会开展一些小升初衔接的活

动，比如会有初中老师到对口小学给毕业班孩

子上体验课。

“初中的课堂和小学会不一样，知识点的

容量更大了，对能力的要求更高，更需要学生

主动学习、参与。不管孩子是选择摇号，还是

直升对口初中，都需要有提前的体验，让孩子

们对初中学习心里有数，让初小衔接更顺利。”

这位老师表示，以前的小升初，很多家长

和孩子挤破头去竞争热门民办初中，不管是孩

子还是家长都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财力，过

于关注学习成绩，无形中牺牲了孩子成长中更

重要的睡眠时间，也让孩子承受很大的心理负

担。会有一种“我不够好”“我是被挑剩”的心

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调整回来。

“公民同招、全民摇号、初升高实施名额分

配生、民转公等政策的出台，民办初中的生源

优势在减弱，家长们也更理性了。不过，最近

的小升初各种消息很多，家长们需要更淡定一

些，看看自己孩子的成长最适合什么样的路

径，一定要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焦虑。”

初中到底怎么分班

本报记者 金丹丹

同事的娃被对口公

办初中实验班“定”了；

朋友的娃被知名民办初

中盛情邀请；亲戚孩子

被班主任推荐给了民转

公初中⋯⋯

进入三月底，各种

“小升初”小道消息更

多，不少毕业班孩子的

爸妈坐不住了。比家长

更主动的是学校。

小升初的硝烟升起，学校比家长更主动

小学家长会上
两所初中老师同框来“打榜”

小升初的硝烟升起，学校比家长更主动

小学家长会上
两所初中老师同框来“打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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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已经胸有成竹的妈妈们，晨妈是比较

焦虑的一个。

最近，她全程处于“懵”的状态。

“都定了啊？我家娃高不成，低也不想就，

怎么办啊？”晨妈说，自己娃的小升初“很复

杂”，“我们可以选学籍在 A 区，也可以选户籍

在 B 区。我家是儿子，自律性不够，所以想去

一个抓得比较紧的学校。相对来说，民办比较

适合我们。”最近，她心仪的 A 区民转公学校

相熟的老师已经对接六年级的班主任，“听说

是每个班推荐 5 个孩子，我们是第十名左右，

没有被推荐上，好失落。”

她转而考虑户籍所在 B 区的民办初中。

“有两所，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已经去了一

所，但是那天孩子刚好身体不舒服，考得稀烂，

学校没有主动来联系，估计没有希望了。”

她坦言，虽然心里明白，不管是“推荐上

了”，还是“摸底考很好”，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

意义，但还是免不了失落和焦虑。“全民摇号

了，不管是不是被看中，我们都可以去摇，但如

果说，孩子的六年级是初中的起跑线，我们娃

的起跑线，是不是已经落后了？”

林妈则是家长群里比较“凡尔赛”的一

个。女儿学业成绩非常优秀，对口公办初中实

力强劲，区里的一所民转公学校也非常不错。

进可攻，退也可守。前几天，她直接冲到了对

口的公办初中“谈判”。

“其实，不管是区里的民转公学校，还是

我们对口的公办初中，我都满意。”她分析，

小学对口的公办初中生源很好，而相比较来

说，民转公学校的学生来自区里各小学，反

而更“杂”一些，“民转公后，学校的一些特色

课程、活动是否会‘减配’，老师们的投入程

度会不会减弱，民转公学校未来怎么发展？

我心里都没有底。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可

以进对口公办的实验班，这样就根本没有必

要去摇号了。”前几天，她直接去了对口公办

初中探校，表明来意后，学校老师接待了她。

“负责招生的老师很耐心地解答了我方方

面面的疑问，也很细致地问了孩子的情况，并

一一记下来了。”林妈说，和老师聊下来，感觉

对娃还是比较满意的，“老师说学校都是平行

分班的，但有几个会是资源相对集中的班级，

如果我们不去摇号，可以优先去资源比较好的

班级。”

高不成低不就的学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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