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决定考验的都是家庭心态
圆梦心仪高中的喜悦，摇摆选择的纠结，放弃名额裸考拼搏的勇气

本报记者

朱丽珍

本周，杭城初中分配生现场选校大规模开始，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包

括小升初的家长。

确认、跳选还是放弃？我们找了几个分配生聊聊。

他们的故事里，有圆梦心仪高中的喜悦，有摇摆选择的纠结，也有放

弃名额裸考拼搏的勇气。

但凡听说陈曦（化名）的经历和故事，很

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意外”。毕竟，把一对双

胞胎安排在不同初中就读，这并不是常规家

庭的常规做法。

之所以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陈曦是杭州人，一路名校长大，对于自家

双胞胎的求学走向，同样寄予很大的期望。

两个孩子从小就很争气，都属于聪明加勤奋

的类型。在小学阶段，两人在班里成绩就已

经数一数二。

到了小升初阶段，陈曦考虑“鸡蛋不要放

在一个篮子里”，安排两个孩子一个直升公办

初中，一个去摇了民办学校。那时她就已经

预判到，中考分配生选校时，两个孩子一旦同

校，因学校名额有限，同样优秀的两个人，可

能面临“内卷”竞争。

如今来看，除了避免竞争外，初中三年，两

个孩子不在同一所学校，一起做作业交流时，可

以分享两所学校的教学方法，寻找不同的学习

角度，做到知识互补，对两人都挺有益处。

一模未开考前，家里组织了一次家庭会

议，对可能出现的分配生选校情况进行提前

规划和预估，“主要是考虑最差的情况下应该

做出怎样的选择”。

在今年的分配生选校环节中，先尘埃落定

的，是在民办初中就读的老二。“前几天就知道

排名了，一模分数出来，差不多就有数了。”陈曦

说，初中三年，民办就读的孩子成绩很稳定，虽

然一模发挥一般，但并没有影响最终学校的分

配生排名，顺利锁定了杭二中滨江校区。

老大所在的公办初中，因为要申报并核

定综合素质分，因此分配生排名迟了几天，一

度让陈曦有点担心：“老大的文化课成绩不

错，但不知道综合素质分能不能领先，能不能

和老二在高中会师。这样看，还是明年实行的

新版分配生政策好，不用再考虑综合素质分

的因素。”

好在记者发稿前，老大所在的学校也公

布了分配生排名的结果。老大的排名，可以

任选学校，包括心心念念的杭二中。正如陈

曦三年前所设想的那样：就读于两所不同学

校的两个孩子，殊途同归，一起圆梦杭二中。

如今回过头来看，两个孩子都能通过分

配生拿到心仪学样的“入场券”，并非一朝一

夕之事。除了陈曦当初那个清醒的策略之

外，最终还是要用实力说话。

这几年，为了让两个孩子持续优秀，全家

人都不遗余力。该上的培训班没落下，孩子

们也一如既往保持拼搏，这一切都是天赋加

努力的结果。

分配生选校中，像陈曦家双胞胎这样没

有悬念的学生，只能算是少数。对于很多初

三生和家长来说，伴随着的是惊心动魄。

有学生因为零点几分的分差，错过了心

仪的学校，跟爸妈在现场抱着哭；有学生轮到

选校时，前一所学校刚好选完，掉到了后一所

学校，心有不甘；有学生搭上了重高的末班

车，现场捡了一个“大漏”；还有学生成绩优

秀，但因为之前大考掉出全校前 100 名，导致

最终分配生排名选不了心仪高中⋯⋯

最纠结的，莫过于那些成绩起伏不定，但

还挺有实力的学生。

吴楚然（化名）在一所公办初中就读，全

校有 100 多个分配生名额，他排到了

160 多名。之所以排名比较靠后，

并不是因为没有实力，而是初

一、初二时，自己不够努

力，父母有点放松，成

绩出现了下滑。尤其初二时，青春期的男孩

情绪波动，在大考时出现了失误。

初三时，吴楚然找到了学习状态，加上父

母抓得紧，成绩上升明显，一模考试也不错。

以现在的情况看，吴楚然完全有实力冲“前八

所”，但他分配生的排名靠后已成定局。

前几天，学校开始分配生选校，现场等吴

楚然选择时，排在前面的学校已经被抢完。

之前与父母商量好的一所离家挺近的保底学

校，也没有了名额。“剩下还可以选的几所学

校，说实话不太想去。”吴楚然与父母商量后，

选择了放弃，“还是想中考再冲一下，争取考

到一所好一些的高中。”

虽然觉得儿子后劲很足，也支持他的选

择，但中考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家长的担忧可

想而知。“很希望他能更努力一点，但有时候刷

视频，看到有些孩子因为学业出现焦虑，心里又

挺害怕。”吴楚然妈妈坦言，他们夫妻俩常常互

相安慰，“不要对孩子有太高的要求，身心健康

的前提下，能考一所好学校就更好了。”

弃选裸考，是吴楚然充满勇气的决定。

“努力过、奋斗过，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都能

接受。”

两个娃一个民办一个公办
分配生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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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才开始努力的男生
选择裸考冲一把

332023.5.20 星期六 责任编辑：姜赟/版式设计：金碧云/责任检校：袁知良
QIANJIANG EVENING NEWS

成长读本chéngchéng zhǎng dúdú běnběn

初中分配生选校故事会

刚刚经历过分配生选校的民办初中学生

反映，相比前几届，今年初三生更为谨慎。有

民办初中，选排名最后的一所学校，今年轮到

的分配生排位比去年靠前了 60多位，说明前

面弃选的人少了，求稳的人多了。

记者采访发现，有来自普通公办初中的

初三生，因为校内竞争不大，通过学校分配生

名额，顺利拿到了“前三所”的名额。虽然选

校已尘埃落定，但和其他学校优秀的同龄人

相比，学习实力心中没底，担心进入高中会很

累，想问问初高衔接可以怎么做。

还有初三生忙着四处探校，想了解备选

的几所学校“气质”与自己合不合。有的学校

设施较旧，家长有顾虑，但孩子很喜欢，连校

史馆都能仔细看大半个小时；有的学校有很

多人性化设施，建筑也很气派，招生老师专

业，家长很心动，孩子却并没有兴趣⋯⋯

分配生选校该怎么选？考验的不仅仅是

学习实力、分配生排名，还有家长和学生的心

态。

程鹏飞（化名）的情况就有一定代表性。

他在一所民办初中就读，在分配生时，他的排

名并没有很靠前，失去了拿到前几所重高分

配生的机会。

程鹏飞的实力完全可以冲一冲，应该也

能优于分配生的选择。接受分配生？心里不

甘心；放弃冲一冲？又担心中考存在风险。

带着纠结，妈妈咨询过很多人，不仅找了学校

老师，也请教了校外培训班老师的意见。

最关键的是，家长和孩子的观点，有时候

并不一致。

程鹏飞的父母觉得，中考变数很大，希望

他能把握分配生的机会，只要是重高，就选择

接受，到时候如果能进到一个好一点的实验

班，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但程鹏飞自己并

不愿意，还是想放弃分配生名额，通过裸考冲

进心仪高中。

“最终还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要跟他商

量。”妈妈说，如果能够说服儿子，让他在分配

生选校时敲定一所高中，这样全家都安心，

“说实话差不了多少，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冒风

险。”

如果儿子坚持想裸考，父母也只能选择

支持，“肯定不能强制他，中考的状态还是很

重要的，要是因为出现了家庭矛盾，导致他心

里波动影响正常发挥，那就得不偿失了”。

孩子想放弃父母很坚持
考验的还是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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