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叶飞 董富勇
美编/徐哨 照排/王蓉A02聚焦热点2018年5月9日 星期三 广告

3月20日，“公办民校”初中（市本级区域）招生政策发布。当日，家
长们热议新政，个别培训机构投家长所好，试图组织“教育新政解析班”。

3月22日，宁波晚报联合市教育局举行“在线答疑”活动，市教育局
基教处解答家长提问近百个，超过15万名家长同时在线关注。

3月24日，“公办民校”初中招生时间安排表公布。
4月上旬，“公办民校”初中相继发布招生简章。
4月19日-25日，学生网上登录注册及报名。
4月27日，在宁波市教育考试院进行“摇号”，填报第一批次志愿的

2386名学生入围面谈或进行学习能力评测环节。
4月29日，入围学生测评，录取率约35%。
5月5日，第二批次志愿入围学生测评，大部分学生都有机会参与，

其中兴宁中学以15：1的录取率，成为第二批次志愿中“最难考学校”。
5月6日开始，学校发送录取通知。

“公办民校”（初中）市本级区域招生结束
亲历者说——

3月20日，我市推出公办背景民办初中招生新政，现在“公
办民校”（初中）市本级区域招生尘埃落定。在近50天的招考过
程中，亲历者的感受如何？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新政的？记者对
此进行了调查。

明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所谓的“名校”就要集中面试了，
那些摇号中签的孩子就要开始面对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谈话”。
作为班主任，心中无比忐忑：从个人荣耀上讲，当然希望本班学生
最终录取越多越好。但是从学生角度来说，名校并不见得就适合
你。作为家长来说，自己的娃儿自己知，不要为了名校的光环和
自己的脸面一味把孩子往名校送。只有量才适用，才是合适的。

今晚对于明天要面试的孩子来说，是个重要时间节点，家长们
务必对孩子做好心理沟通工作，明天的面试固然很重要，能进最
好，不能进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有机会，中考、高考再比高下。

对于那些等待30%名额的孩子更要注重心理辅导。摇号纯
属偶然，并不能证明优劣，作为父母，要相信金子总会闪光，更要
相信自己的孩子是优秀的。只要你肯努力，我们就非常欣慰和满
足，你始终是爸妈的骄傲。

至于那些没有报名的孩子，我们更应引起重视。即使摇号中
了，你能凭实力面试过关吗？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希望孩
子重视平时，把握当下。

小升初仅仅是漫长求学路的开始，即使北大毕业也有卖猪肉
的，就算职高毕业也有国宝级工人。希望大家适时引导孩子：我
们要勤奋努力在平时，在日常，至于结果，我们虽看重，但不唯
一。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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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期
间中，不少学生
家长甚至是培训
机构都转发了潘
老师写给学生家长
的这篇文章。有学
生家长认为，这篇文
章即便现在再来阅
读，仍有诸多收获。

写在面试之前
——和家长们的一次谈话
宁波市实验小学 潘杰松

在将近50天的招考历程中，不少家长从茫然到理性，孩子从焦虑
到坦然，经验老道的班主任们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出于对学生的关
心和爱护，不少教师心甘情愿“多此一举”。

潘老师是宁波市实验小学604班的班主任，当班主任已有18年，他
从新政发布之日起，就迅速介入了为学生及其家长解压的工作中。“突然
了出现新情况，很多家长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怎么和孩子交流，这是
很自然的事情。”潘老师说，很多家长想鼓励孩子勇敢去尝试，却又怕伤到
了孩子，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潘老师多次在家长
微信群中发长文提醒家长，为家长进行分析，还在各个关键时间点，一次
次与学生当面交流。

比如第一批次志愿“摇号”结束时，班里有的学生有被“摇中”，也有
人落选。一开始，没被“摇中”的学生有情绪，但在潘老师的开导下，他
们真诚地祝福被“摇中”的同学，并沉下心准备第二批次志愿的测评。

“作为老师，我巴不得每个学生都好，但是，当一个机会出现的时
候，它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学生。”潘老师说，教师要与时俱进，时刻关
注学生和家长的新变化，如此也是教学相长，化危为机。

不少教师也在朋友圈里就此次新政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只言
片语体现的是为学生及其家长分忧的拳拳之心，也体现了新教育环境
下，教师的理性和担当。 记者 徐叶

王女士的儿子在“摇号”时入围宁波外国语学校，并顺利通过测
评。王女士说，儿子就读于原江东区一所普通公办小学，成绩优秀。“如
果不出意外，肯定也有推荐考的资格。”王女士说，新政策发布后她第一
感觉是“懵”，但很快也适应了。“我儿子运气不错，考试的实力也还可
以，只是在整个招生阶段，我感觉如履薄冰。”王女士，这段时间孩子的
心理压力也比较大。

王女士说，现在招考结束了，儿子所在学校的学生被“名校”招录的
人数与去年差不多，虽说偶然也会爆出冷门，但爆出冷门的学生也是成
绩中偏上且在招考过程发挥特别出色的。

张先生的孩子也在“摇号”时入围宁波外国语学校，第二批次志愿
也通过了审核，但仍旧遗憾落选了。“今年，孩子所在班级没人考到‘名
校’，好在对口初中本来就不错，加上留下的一些优质生源，也挺乐观
的。”张先生说，原本可能就只有“推荐考”一条路，现在有了更多机会，
肯定是好事。“让孩子和家长提前经历一下这种忐忑的感觉也是好的。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家长和孩子的心态都非常重要。”

许女士的孩子就读于海曙一家九年一贯制学校，原本只关注“中
考”，此次有机会参加评测，她认为对孩子各方面的成长都有好处。“招考
期间肯定会有焦虑，甚至是如履薄冰，但不后悔这次‘折腾’。”许女士说。

也有家长因孩子没被“摇中”、没有“考上”而郁闷，特别是原本目标
明确，且认为孩子表现优异的家长。不过总体而言，家长们认为，此次
变革在客观上给了那些表现“中上游”的孩子更多的机会，日后可能会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办学校与“公办民校”之间的差异。

给“中上游”的孩子更多选择机会

2018年“公办民校”招考过程

教师与时俱进，变动中的“暖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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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招考期间很焦虑
但有了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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