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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教育

户户籍籍与与房房产产地地不不一一致致入入学学受受阻阻
教育部门表示将了解情况，保证让孩子有学上

本报4月17日讯(见习记
者 任丽媛 ) 为提高学生
的身体素质，15日，济南高新
区实验中学与省体院体育艺
术系、省体操协会联合教学，
成立了“韵之美”体育艺术社
团暨校健美操队，并将体育
舞蹈、健美操等体育艺术定
为学校校本课程。

15日，在济南高新区实
验中学体育馆内，30多名高
一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
下，扭动身姿，认真地排练健
美操，他们是“韵之美”体育
艺术社团暨校健美操队的第
一批学员。据学校老师介绍，
除了成立社团之外，健美操、
体育舞蹈等体育艺术被学校
定为校本课程，加大了艺术

教育在校园的普及。“学校努
力挖掘校本课程资源，完善
校本课程设置，让体育像美
术、音乐等相关专业一样，成
为学校的校本课程。这活跃
了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更重
要的是可以锻炼学生体质，
增加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
性。”学校副校长王昌淮说。

与其他校本课程和社
团不同的是，健美操、体育
舞蹈等体育艺术是高新区实
验中学与省体院体育艺术
系、省体操协会联合教学。省
体院体育艺术系、省体操协
会将全力支持社团发展与健
美操队的训练，将无偿地为
学生提供训练支持与比赛机
会。

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专家进校园，教师当学生

本报4月17日讯(见习记
者 任丽媛 通讯员 张文
娟 ) 如何改变用辛劳换分
数、在题海中求进步的艰苦
状态？14日下午，中国成才学
创始人、国家专利产品“神奇
百宝箱”和专利技术“问题学
习法”发明人管斌全教授到
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出谋划
策。

14日下午，在高新区第一
实验学校，管斌全用通俗的话
讲出五大秘诀，做什么、为什
么做、怎样做、动手做、检查。
这五个秘诀，看起来很简单，
甚至有很多老师在工作中也

做了这些工作，但是成效甚
微。管教授告诉大家，每一个
步骤里面，都有需要注意的事
项和具体的操作方法。

在报告会上管斌全教授
还和老师们现场交流了错
题本的用法，跟老师们探讨
了在实际教学工作中五个
秘诀的实际效用。“高新区
第一实验学校请专家进校
园活动的举办，让老师们倾
听专家的声音，可以接触和
学习中国教育最前沿的成
果，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
水平，学到系统的理论。”济
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校
长常宝亭说。

本报4月17日讯(见习记
者 任丽媛 通讯员 邵玉
龙 王广辉) 14日，高新区
实验中学首届“校园金话筒”
比赛在多媒体教室拉开帷
幕，还邀请了专业人士亲临
现场做点评。

14日，在高新区实验中
学，同学们在台上或平实稳重
地介绍自己，或运用各种曲艺
展现自我；或沉着机智地播报

新闻，或幽默风趣地与人同
乐；或个人独秀，或集体合作，
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此次比赛给热爱主持的
学生提供了一个挑战自我的
机会，同时也有助于锻炼同学
的口才、交际能力。经过一个
半小时的精彩角逐，王玥然、
张润芃、杨兴泽三人获得一等
奖，将代表济南高新区实验中
学参加全市的比赛。

高新区实验中学：

健美操纳入校本课程

高新区实验中学：

“校园金话筒”选出主持人

近日，甸柳第一小学的50多名小学生来到济南高新消防大队贤文
中队，近距离体验消防部队生活。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接受了一
次特殊的消防安全教育。

本报见习记者 李媛媛 通讯员 展天琦 摄影报道
走近安全

户籍在历城，房产地在高新，由于户籍和房产地不一致，市民王女士为孩
子的上学犯了愁。据了解，由于王女士和孩子的户籍在历城区娘家的户口本
上，而自己在高新区买的期房未交房，这导致孩子上学遇到麻烦。

孩子上学要求开无房证明
王女士的孩子现在6岁

半，眼看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可一打听孩子去哪上学时，顿
时傻了眼。

王女士介绍，王女士的户
口在历城区东风街道派出所，
结婚后，户口一直没有外迁，
户口本的户主是王女士的父
亲。孩子出生后，户口也随王
女士落户在了历城区东风街
道派出所。“我听说我们所在
的学区是历城双语实验小学，
但是一打听，需要户籍和房产
地一致才能去上学，但房子不
是我的，是我父亲的。”王女士

说，她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学校
后，学校表示，这种情况可以
去房管部门开具无房证明。

无奈之下，王女士来到房
管部门，但她发现自己无法开
具无房证明。据王女士介绍，
2012年她在高新区海信慧园
小区买了一套期房，房子今年
10月底才交房，由于已经办理
了网签，“自己的名下是有房
产的，房管部门不给开具无房
证明。”王女士说，没有想到，
名下的这套房子竟成了孩子
上学的阻碍，“实在不行只好
把这个房子卖掉。”

户籍不在高新，无法在高新上学
在寻找房子买家的过程中，

王女士发现，自己在海信慧园小
区的房子是学区房，这让王女士
又产生了一丝希望：孩子要能在
高新区这边上学也很好。

然而，这个希望又破灭
了。王女士介绍，她咨询了教
育部门，但教育部门说户籍与
房产地一致才行。“现在房子
还没有交房，无法落户，也不
符合政策。”王女士说，孩子年
龄比较大，上学不能再推迟
了。据高新区公安分局户籍部
门工作人员介绍，有购房合同
可持发票和合同到户籍部门
办理落户，但前提是必须交房

以后，“没交房系统没有备案，
没法落实地址。”

记者咨询了高新区教育
处负责招生工作的马科长，对
方表示2014年的中小学生招
生政策还没有出台，根据2013
年的招生政策，要求户籍和房
产地一致，高新区的学校是不
能接收王女士的孩子。马科长
说：“目前义务教育阶段招生
比较复杂，需要鉴别很多情
况，但总体还是按照国家的义
务教育法来执行的，即适龄儿
童要在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
教育，省市区县出台的政策都
不能超越这个要求。”

王女士甚至想卖掉海信慧园的
房子。

历城区教育局：

具体了解情况，
保证有学上

据了解，根据2013年的学校招
生政策，适龄孩子入学要求户籍和
居住地相结合。王女士孩子的情况
是否适合在户籍当地上学呢？记者
咨询了历城区教育部门，工作人员
表示，如果孩子户籍在历城区，“保
证让孩子有学上。”

对于王女士户籍和房产地不
一致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要根
据相关规定，对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为了帮助王女士解决孩子上学
的问题，历城区教育部门工作人员
表示，已经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教
育处，教育处负责人将具体了解王
女士的情况，根据相关政策处理此
事，“只要孩子户籍在历城区，保证
让孩子有学上。”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任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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