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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16日，我市将举行2018年中考。
“听一场讲座，花不了太多时间，如果力量用到了
刀刃上，相信会有很大帮助。”一名姓张的学生父
亲对记者说。他在讲座中认真做着笔记，尤其是
在填报志愿时具体的“算法”上，还标注了重点符
号。

四眼碶中学的王同学是和母亲一起来的，他
觉得校长给的“初升高”学习建议比较有用。他
说，具体填报哪一所学校，要看中考成绩和排

位。至于最终志愿的填报，他认为：“现在，我还
只有三成的决定权。”

记者了解到，宁波中学是老牌名校，是在座
不少家长心目中的选择；惠贞书院被有的家长称
为“高考黑马”，是江北区有影响力的高中；两所
高中的校长为填报志愿提供了宝贵经验，而新东
方学校利用的是大数据分析的优势。不少家长
现场听后，觉得在孩子考前、考后，都有了明确的
努力方向。

三校长“手把手”教中考志愿填报
这场专业教育论坛吸引了11万余人在线听课

这些互动提问值得您关注
校长们在演讲结束后与在座的家长进行了互

动。记者选取了部分提问，与读者分享。
问题1：学业成绩不是很好，填报志愿时如何权

衡？
奚曾辉：我市普、职入学比例大致对等，中心城

区普高入学率可能稍高，为60%。现在学生机会不
少，如中考失利的学生，可考虑普职融通无缝对接，
我市的民办普高也还不错。中职学生今年有了“直
升”本科的一体化班。建议大家不要紧紧盯着普
高，职高也是非常有潜力和特色的。

娄默默：不管职高还是其他学校，对家长而言，
临时做选择是不科学的。需要全面认识，然后对孩
子的教育进行长远规划，正视挫折，看得远一些，要
坚持眼前的努力。

问题2：高中录取分数，包含加分项目么？
杨云生：我市中考加分项目已越来越少。今年

政策，还是有体艺和政策加分，政策加分是指特殊
家庭，如少数民族、军人家庭等情况。这些加分是
计入总分的，与考试分数具有同等效用，学校将严
格按照市教育局政策执行。

问题3：今年的“三位一体”“保送考”已结束，接
下来还有将近3个月才入学，学生如何准备？

奚曾辉：尊重学生“自主自愿”。对于“加餐”意
识强的学生，不妨补充一些初高中衔接的学习内
容。不热衷补习，可以提前看看书，家长带孩子好好
放松一下，不强求。从实际情况来看，参加过补习的
学生，第一学期上课的确有优势，但这并不表明他们
就学得到位、潜力就大。 记者 徐叶

学得好，考得好，填报志愿更要好。6月9日上午，宁波中学、惠贞书院、新东方学校三名校长做客“宁波晚报教育论坛”，
从不同角度为家长们分析了中考志愿填报的技巧。宁波晚报新媒体部对当日的论坛进行了直播。

据统计，仅上午场的“中考志愿填报”，就吸引了11万余人在线听课。下午场“如何进入世界名校”，也被家长称赞“刷新
了自己的教育观”。两场专业论坛，透露了一致的教育理念：宏观规划，细处着手，持续努力。

论坛上，宁波中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奚曾
辉、惠贞书院校长杨云生、新东方学校校长娄默
默，从不同角度剖析了中考志愿填报的技巧。三
位都比较认同“一冲 二争 三保底”的做法，并一
致认为“真正适合孩子的，才是好的教育”。

奚曾辉副校长归纳了填报志愿的原则。他认
为，中考结束后，家长和学生需等待宁波市教育考
试院出几组数据：考生具体分数，考生所在的分数
段等。根据这些官方数据，“一冲”是指第一志愿往
高一层次的学校冲，前提是不影响第二志愿的填
报。假设效实中学要80个名额的学生，排位在
100名的孩子，或许有资格去“冲一冲”。他说，受
各种因素影响，部分排位靠前的学生，也有可能会
去念中外合作学校、民办普高或出国留学。所以
即便排到100名，没准也有机会。

“二争”，是指争自己合适的学校。填报志愿时
要和孩子商量，能进自己喜欢的学校。考虑到自己

孩子的性格，到底是喜欢做“鸡头”还是做“凤尾”。
“三保底”，是要保证孩子有书读。

娄默默校长采用大数据分析的方式，归纳了
可以“冲”的比例及风险，直观又具有操作性。根
据近五年来我市部分学生中考志愿填报的统计
数据，娄默默认为，招录名额和成绩排位之间为
11.1是冲击好学校较为保险的范畴，11.2就要
承担一定的风险，11.3就是“高风险”了。为了
让家长更好地掌握技巧，他还为在场的家长模拟
填报了一番。

杨云生校长结合学校实例，分析了选一所适
合的学校对孩子的重要性。他认为，“适合”是追
求和潜能的契合，选择和能力的契合，生长和环境
的契合，个性特长和需要的契合，家庭环境和孩子
实际的契合。所以，家长不仅要重视志愿填报技
巧的研究，更要重视最近要做的事：去了解孩子的
特长、学校的优势、当地的政策等多方面的内容。

亲授：“一冲 二争 三保底”

带着孩子来现场学习技巧

培养孩子的
全球胜任力
四位国际教育专家
与家长分享教育新理念

6月9日下午，宁波晚报公益教育论坛举
行《如何进入世界名校》专题讲座，四位在国
际教育方面颇有研究的专家和家长们分享了
多年的研究实践心得，金句不断，家长们不时
报以热烈掌声。有家长感慨地说：“精彩，我
们的理念被更新了。”

广度决定深度 设计成就孩子的未来

赫威斯教育集团副总裁李秉康首先登台演
讲，他的演讲主题是《设计，成就孩子的未来》。

李秉康认为，为了孩子们未来美好的生活，必
须设计他们的学习之路，“一个人的广度决定了他
的深度！”那么如何进行设计呢？他认为可以从学
科进阶、特长发展、社会融入三方面着手。其中，
后两者可以以学生社团为切入点进行。

关于出国教育，很多家长常有共同的疑惑，
李秉康分享了他的观点：“很多人会问我，什么年
龄段出国留学最好？没有答案，但读世界名校的
本科，身价最高！”“什么国家留学最好？没有答
案，但国际排名还是有信度的。”“什么专业最
好？没有答案，英雄不问出处，高手淡化专业，无
专业是专业的极致。”“毕业后回国还是留下？没
有答案，但越来越多的人会进入国际化的工作环
境，或许他的办公地点今天在香港明天在上海后
天在印度。”

必须成为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

“如何进入世界顶尖名校？这是今天我和大
家分享的主题。”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副总裁兼
留学服务中心总经理冉维说。

“让我们的孩子接受国际教育，并不是为了
他毕业能够找到工作，而是为了让孩子成为一个
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冉维提出了这个观点，台
下家长们频频点头。

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的全球胜任力就是参
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能力，“包括英语语言能力、
英语思维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交
流与协作、沟通与表达、构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跨学科、好奇心、关注世界运行等能力。”

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

上海科桥学院校长郭志刚的演讲题目是《乐

于做自己》，其中重点介绍了在目前国内国际教
育中主流国际课程。郭志刚认为为孩子选择适
合的国际课程，更利于帮助孩子成长。

他介绍说：“目前，在国内主流国际课程主要有
IB、A-LEVEL、AP三种，从单科课程难度而言，
分别是较容易、较难、最难，但是从整体难度来说，
却是IB最难，A-LEVEL最容易，AP较难。”三大
国际课程都可以换大学学分，同时在选课自由度方
面，除了IB科目有限制，另外两个完全自由。

对于家长们比较关心孩子的留学方向，他介
绍说或：“IB、A-LEVEL主要是美、英、加、澳等
所有英语国家及用英语教学的地区，AP的留学
方向是美国。”

这些课程分别适应怎样的学生人群？郭志
刚认为：“IB适合全面发展的尖子生，A-LEVEL
适合所有学生，学有余力的高中生适合AP。”

这里是另一条成长、成功之路

最后，宁波外国语学校副校长肖贵达作了
《吹尽黄沙始到金——走在国际高中教育路上的
几点感悟》的演讲，他更多从经验和感悟角度与
家长们做了分享。

他认为，选择读国际高中，家长和学生必须
处理好四对问题，分别是：逃避与选择、英语能力
与学术能力、走出去与走回来、教育国际化与国
际教育中国化。

“选择国际高中不是为了逃避国内的高考，
也不是孩子成绩不好，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成长
并走向成功的道路，而且可能会更艰辛。”他提醒
在座的家长们，他解释说：“国际高中课程并不比
国内普高轻松，课程多、任务重，而且全英文教学
有挑战，学习时间也很紧迫。”

“但是每个孩子都是一座金矿，关键是要找
到开发的金钥匙，我们要告诉孩子苦一阵子和一
辈子的关系！”他的话获得了家长们的认同。

记者 李臻嘉宾现场回答家长关于留学的提问。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