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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8月28日讯（记者
陈之焕） 28日，51岁的青岛大妈
郭秀菊乘上前往北京的列车，参加
29日的第十五届世界田径锦标赛
女子400米（老将组）决赛，与来自
全球各地的七名高手一决高下。据
悉，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名参加此
项比赛的60后业余选手。

28日，在青岛火车站记者见到
了这位青岛大妈，51岁的郭秀菊身
高1米7,步伐轻盈，体态矫健，看上
去非常年轻。“从今年3月，我听说
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世锦赛新增了
女子400米老将组项目，当时就觉
得这个名额是我的。”郭秀菊说今
年7月21日，她收到了田径协会的

参赛邀请函。已经在家做了一个多
月的准备，此次老伴陪她一起前去
北京参加比赛，她信心满满。

据悉，今年7月下旬，中国田径
协会下达通知，经世界老将联合会
申请、国际田联批准，在即将举行
的第十五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首
次设立男子800米、女子400米两个
比赛项目，运动员年龄限定为1965
年以前出生。中国有男、女运动员
各1个名额，而郭秀菊就是国内这
唯一女将。这唯一的机会怎么会落
在郭秀菊的身上呢？

郭秀菊并非专业运动员，曾在
孚德鞋厂干技术工。但她从小就爱
好跑步，每天坚持跑步两小时。30多

岁时，郭秀菊与“跑友”组成一支业
余田径队。郭秀菊代表青岛市参加
了全省乃至全国大大小小的田径比
赛。“跑了六七届全国老将运动会，
200米、400米、800米，有时也有1500
米。除了2013年，其他全部是第一
名。”郭秀菊说。

“每天不跑步就难受。”郭秀菊
说，她现在一家药店工作。常年的
跑步与参加比赛让郭秀菊一身伤，
再加上年纪大了，郭秀菊逐渐放弃
了比赛的想法，但是得知此次世锦
赛设立田径老年组，又让她重燃斗
志。奥运冠军王军霞是她的偶像，
此次去鸟巢，她也要奋力一战，等
待自己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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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校取消了，择班！这不知耗费
了家长们多少精力。一些家长不想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新生入学
时，使出浑身解数要将孩子送入师
资力量较强的班级。殊不知，老师固
然重要，但学习好坏的主要因素还
在孩子自身。

曾经有一位家长，孩子上小学时
没有找人挑班，到了初中，想让孩子
上一个好班，便托同学找了关系，并
嘱咐要找一个年轻、优秀的班主任，
最好这个班主任是数学老师。结果，
还真如愿以偿进入这样一个班级，各
方条件都很令他满意。但让他万万没
想到，这个班里的孩子几乎都是关系
户，调皮捣蛋的学生特别多，导致班
级学习氛围一般。甚至有的学生上课
上到一半，背起书包就走，老师拦都
拦不住。这名家长悔不当初。万幸的
是，孩子凭自己实力考入重点高中。
如今又到了高一开学的日子，这次，
他再也不考虑挑班之事了。

试想，一个都是关系户的班级，
就算老师有通天本领，恐怕也很难
偏爱某个学生。再说了，孩子学习成
绩好坏，和在哪个班级没有多大关
系，主要还是学生个人资质和学习
主动性的问题。而家长们费尽心机
所选的班级，也未必会成为年级中
最优秀的班级。其实，家长的精力可
以更多放在督促孩子读书学习上。

择班，是背离教育本质的。十亩
园小学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家长的赞
同，更让教育专家竖起大拇指。改革
需要先行者，教育改革很重要一点，
就是为孩子提供公平接受教育的环
境。与此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
也要尽力提升老师业务素养，让家
长们放心。但愿抓阄分班成为主流，
促进教育公平真正实现。

当心择班

出力不讨好

4400个个择择班班招招呼呼逼逼出出抓抓阄阄分分班班
省城一小学20分钟完成新生分班，家长再也不用私下比拼关系了

下周一，是省城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对于一些新学期成为新生的孩子和家长来说，“零择校”后，“挑班”成了入学前前最重要
的事。今年，来自家长们的“分班招呼”让省城各中小学的校长、老师有些不知所措。“挑班”压力下，为保证公平公公正，8月28日，
济南市十亩园小学在开学前特意召开了“抓阄”分班大会。

挑个好班

成为家长心头大事

2014年，全国19个大城市启动
免试就近入学，省内济南和青岛两
个城市在19个城市之列。2015年，济
南市招生政策中首次提出义务教育
阶段“零择校”。“既然不能挑选学校
了，那就赶紧挑个好班，找个好班主
任吧。”面对“零择校”，家长们纷纷
将目光集中到挑选班级上。

济南市民吕女士的孩子今年上
小学一年级，遵循划片招生、就近入
学的原则，被划到了济南市十亩园小
学。学校确定了，了却了吕女士一桩
心事。但接下来，给孩子挑个好班又
成了她的心头大事。

“一开始还没意识到挑班的事，
后来发现同事、朋友都在想办法给
孩子挑班，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为
了挑个好班，吕女士通过朋友，联系
到了十亩园小学的一名老师。

吕女士说，入学最大心愿就是让
孩子有好的班级环境，同时有一位负
责任的班主任。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不
在少数，大家铆足了劲找“关系”，想
把孩子送进传说中的“好班”。

学校近三百个老师

几乎都接到过招呼

“暑假接到无数的挑班招呼，有
点不堪其扰了。”十亩园小学的一名
李姓老师无奈地说，校长收到了四
十余条挑班招呼。

济南某初中老师坦言，学校近
三百个老师，没接到家长挑班请求
的不多。招呼太多，以至于普通老师
的关系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分班
大权都集中在校长和分管教学的副
校长几人手中。”“挑班”之风愈演愈
烈，以至于分班成了开学前学校的
头等难事。“开学前几天，正是分班
白热化阶段。”一老师表示，分班都
是在秘密中进行，普通老师不知道。

28日下午，济南某热点初中新
生开学报到前一天，该校一名中层
主任还接到朋友发来的一条短信：
期盼一位年轻认真负责严格，同时
又能关注孩子心理成长的男老师。

“前两天刚分完，但家长并不知道，
明天新生报到的时候，分班情况就
会张贴在教室门口。”

目前省城绝大多数学校都是在
新生报到前，才将分班情况张贴出
来。张榜前，分班工作格外保密。“不
好分、有难处，才会显得这么神秘。”
某学校政教主任告诉记者。

在“挑班”招呼的压力下，济南市十亩
园小学终于走出了改革分班的第一步。“我
们与校领导、学校的老师，还有家长都进行
过商讨，最后决定用抽签的方式确定班
级。”十亩园小学校长于冬梅说，这种方式
让分班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

“无论是抓阄分班，还是电脑摇号，从
技术上来讲，没有任何难题。之所以分班在
各个学校都搞得如此复杂，都是人为造成
的。”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于萍老师表
示。十亩园小学的做法，不仅赢得了家长的
赞赏，还受到了诸多业内人士的点赞。

“家长们赢在起跑线的心情都可以理解，
但挑班并没有那么重要。”采访中，多名老师
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在十亩园小学老师李一鸣看来，抽签分
班的最大意义就是保证公平，老师各有各的
长处，都很有爱心、负责任。

“这次十亩园小学4个一年级班主任
中，有两位原来是带高年级的，还有两位老
师稍微年轻些，但教学各有各的特色。”于
冬梅表示。

省城某初中老师曾告诉记者，初一年
级近20个班，学校在给每个班安排师资时，
总体也会比较平均，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在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看来，
家长的挑班和择校，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时
期家长对孩子成才的一种焦虑感，害怕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另一方面，是教育资源的
不均衡，导致存在差距。

28日上午8点半，是济南市十亩园小
学新生家长到校开家长会的时间。吕女士
和其他180多位新生家长齐聚在该校多功
能室，急切得想了解孩子的分班情况。

家长会前，校长于冬梅先是讲了讲学
校的情况。然后话题一转，“每年的新生分
班都很焦虑，因为学校会接到各种关系的
挑班招呼，今年我们要改一改形式，抓阄
分班。”

校长话音未落，现场家长一片惊呼
声。“我以为今天是来通知孩子分到了哪
个班级，没想到是要现场抽签。”一年级新
生家长王女士有些意外，“这样最好，对所
有人都很公平。”“抓阄分班挺好的，这样
公平，同时又有些担心，万一一个班里分
到的全是男生或者女生咋办？”吕女士说。

现场学校把男生家长安排一组，女生
家长一组。“一共四个班，180余位新生家
长先抽签，分完班以后，四位班主任老师
再来抽取班级。”于冬梅介绍。

随后，所有新生家长进行了现场抽
签。吕女士的孩子分到了一年级2班。班级
确定后，作为班主任的4名语文老师进行
了抽签，确定了4个班级的班主任。最后是
两位数学老师抽签，决定各自所带的两个
班级。“20分钟就完成了分班，家长们都很
兴奋。”吕女士说。

“登记完后，立即去各自班里开了班
会，根本没有操作的空间，家长们都心服口
服。”吕女士说。因为事先不知道是哪个班
的班主任，分完班后，一年级二班的班主任
李老师才建了QQ群，把家长们拉进群里。

“心情可理解，但挑班并没那么重要”

听到抓阄分班，家长一片惊呼

济南市十亩园小学新生家长现场抓阄确定班级。本报记者 许亚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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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秀菊正在进行赛前训练。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看我分在

几班？

抓阄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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