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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抢鲜看

关注小学新生入学

小小学学新新生生““面面试试””，，有有的的萌萌有有的的拽拽
芝罘小学新生报名时表现不一，专家称对6岁孩子而言，好习惯更重要

“钢琴都考出证书来了，
真厉害。”家住北河街的冯煜
祥虽然刚6岁，但是已经拿到
钢琴考级的证书，实际上这只
是他才艺的一小部分，还没进
小学校门的冯煜祥已经掌握
了钢琴、绘画、围棋、游泳、珠

算五门才艺，多得他自己都已
经数不清，必须在妈妈的提醒
下才能数过来。

虽然都是准小学生，但他
们掌握的知识甚至比很多小
学生都厉害。“天门中断楚江
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在

考察古诗的环节，家住南山路
的徐睿斯张口就来，“从一岁
半就开始上幼儿园，已经上了
4年。”爸爸徐先生说，徐睿斯
认识的字也非常多，测试的老
师让她看户口本，上面的字徐
睿斯也是张口就来。

“这个不会成为分班的依
据吧？”准小学生们表现不一让
一旁的家长开始担忧。对此，南
通路小学大队辅导员许丽称，
报名期间，学校都会对准小学
生进行简单测试，内容无非就
是简单的10以内的加减法或者
是背诵古诗等，这不会成为分
班的依据。小学新生分班首先
考虑男女生比例，也会简单地
参考测试内容，让小学生分布
均衡。

“题目非常简单，就是老师
和孩子聊天，背诵古诗还有简
单的加减法。”南山路小学副校
长陈爱松说，这些测试内容孩
子们在幼儿园应该都学过，对
于6岁的孩子来说也不难，“都
不打成绩，更别说是作为分班
的依据了。”

“这个实际上跟家长没多大的
关系，多么大度的家长也经不起整
个社会环境的熏陶，社会评价体系
的功利性让家长不得不加入到这种

‘填鸭式教育’的行列。”21世纪教育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义务教
育的资源不均衡，另一方面社会评
价体系的功利性，导致了家长和老
师对幼儿教育考虑的不是个性和兴
趣，而是各种能拿得出手、能在老师
面前加分的才艺。

“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小
时候在父母的逼迫下学习汉字，学
习英语，结果到了小学反而跟不上
了。”熊丙奇分析，在幼儿时期掌握
很多内容，一方面抹杀了孩子的个
性，另一方面会让孩子有自满的情
绪，到了小学反而不跟着老师的进
度走，最后却落后了。

在熊丙奇看来，对一个6岁孩
子的教育最重要的还是生活和行
为习惯，“在才艺上可能落后，但是
如果有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比如
早睡早起、温故知新等，应对小学
阶段的学习绝对不成问题。”熊丙
奇说。

“每个孩子都不同，不能说学得
多就不对，但是总的来说，一个6岁
的孩子应该是最天真的时候。”中国
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因为幼儿园教
学的小学化，现在很多孩子有点“早
熟”，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一
味地拔苗助长会让孩子朝着相反的
方向发展。

“一切还是应该以孩子的兴趣为
主，有的孩子喜欢学习这些才艺也不
为过，但是一定要因材施教，这样才
能让孩子快乐充实地度过童年。”周
孝正说。 本报记者 林宏岩

本报记者 林宏岩

“钢琴、围棋、游泳、珠算，星期天要到齐老师家学什么来着？”8月17日，芝罘区小学新生开始报名，很多小学都会
对小朋友进行简单测试。在南山路报名现场，家住北河街的冯煜祥在列举自己的才艺时，多得他自己都数不清，必须
在妈妈的提醒下才能数过来。而有的小朋友上小学就为了好吃的饭菜和漂亮老师。

测试非常简单

不会当分班依据

老师释疑

专家看法

““我我上上小小学学了了，，我我也也有有录录取取通通知知书书””
今年，烟台一小学首次向小学新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李楠楠 ) 大学发录取通知
书，您见过小学发录取通知
书吗？芝罘区葡萄山小学今
年首次向所有新生发放录取
通知书。除了惊喜，不少家长
认为“小学录取通知书和大
学录取通知书一样有意义，
可能更珍贵。”

大红的花边映衬着美丽
校园的全貌，这是葡萄山小
学今年发放的小学录取通知
书的封面。18日，一百多张这
样的入学通知书发到每一个
学生手中。据了解，小学生发
入学通知书，这在烟台比较
少见。

“妈妈你看，我被录取
了，我也有像大哥哥一样的
录取通知书了。”从老师手里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岳雨阳双

手举着录取通知书给妈妈
看。“哥哥的是大学录取通
知书，你的是小学录取通知
书，你们都是好样的。”一旁
的妈妈笑着鼓励岳雨阳。通
知书正中是“录取通知书”
五个大红字，正文是“岳雨
阳同学：祝贺你成为葡萄山
小学一年级新生。”通知书
上还附有开学日期和注意
事项。

现场不少家长纷纷用相
机或手机拍下孩子拿到通知
书的那一刻。“小学录取通知
书还是头一回见，对孩子来
讲挺有意义的，这也是一种
成长的记录。”家长王先生
说，“别看孩子小，但孩子也
有自尊心和自信心，取得录
取通知书可能对他本身就是
一种激励。”

“咱们的教室有没有空调或者是
风扇呢？”一位孩子的爷爷问。“咱们
的教室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不过教
室南北通透的，窗户一开，很凉快。”
葡萄山小学大队辅导员杨吉满说。

正说着空调的事情，一位报名的
小男孩突然大声说，“妈妈，我要上车
吹空调，我要吹空调……”小男孩双
手拉着妈妈的手往外走，“都排到这
了，这点苦都吃不了？”妈妈安慰着。

“我就不吃苦，我就要吹空
调……”妈妈笑着对老师说，“平常
惯坏了，不能太娇气了，上学后麻烦
您好好管管。”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一听教室没空调

拉着妈妈手就走

现场花絮

很牛很全能>>

古诗张口就来，6岁学了五门才艺

“小学的饭菜要比幼儿园
里的好吃多了。”上午10点，在
南山路小学报名现场，对于老
师提出的“喜欢上小学吗”的
问题，家住厚安街的小朋友王
家伟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是他
感觉小学的饭菜比幼儿园里
的好吃，他妈妈丁女士在一旁

不断地说“这个可真没教，天
生的小吃货。”

正报名的时候，家住南山
路的穆志航不知道跑到哪里
去了，“我去跑步了，绕着操场
跑了一圈，我要减肥。”穆志航
气喘吁吁地来参加测试，一开
口就让测试老师笑了，一问才

知道，原来穆志航担心自己太
胖会把教学楼压倒。

“你最喜欢幼儿园里哪个
老师？”家住厚安街的孔玏涵
说，“我最喜欢于老师，因为她
长得漂亮，上小学也一定要漂
亮的老师教我。”孔玏涵说，他
就是冲着漂亮老师来的。

现场测试

很萌很天真>>

上小学是为了好吃的饭菜和漂亮老师

切忌拔苗助长

一定要因材施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
教授周孝正

对6岁孩子而言

好习惯更重要

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熊丙奇

拿到小学录取通知书，罗以宸西和妈妈十分开心。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18日，报名现场，一小女孩认真回答老师的问题。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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