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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家住天元区的高二学生小周
从长沙某名校转回株洲。回到熟悉的校
园，小周连称“松了口气”。

去年 9 月，为了让小周去省城就读高
中，其父母特意在当地重金购买了房产。
但一学期下来，小周的成绩却不尽如人意，
情绪也越来越焦虑。

“特别想家，想熟悉的同学和老师们。”

小周说，自己到了新环境难以适应，跟同学
的交流不多。父母工作也忙，每个月只能
看望他两三次。因此，学校里发生的烦心
事、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只能自己消化。就
这样，他的成绩一落千丈，最终提出返回株
洲上学。回到熟悉的校园后，小周迅速调
整状态，人开朗多了，成绩也有所提升。

我市近年来更加严
格地规范高中的招生工
作，严禁普通高中（包含
民办高中）争抢生源以及
跨区域招生的行为。

去年4月份，教育部门
规定公办普通高中严禁以
任何名目跨市州招生。民
办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
应将跨区域招生计划数等
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
批，再报生源地教育行政
部门备案，纳入生源地教
育行政部门的统一安排进
行招生。

“禁止跨区域招生，
彰显了教育公平。”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举可让孩子安心地完成
初中学段学习，不疲于应
考。他认为，家长望子成
龙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要
考虑每个孩子的实际情
况和兴趣爱好，找到最适
合孩子的发展路径。

近 年 来 ，株 洲 通 过
“四名两基地”建设，涌
现了大批名校长、名教
师 、名 教 研 员 、名 班 主
任，目前已有学科基地和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培训
基地共计 58 个，“株洲好
学校很多，要根据实际情
况理性选择，完全没有必
要 盲 目 追 求 所 谓 的 名
校。”

去年，长沙四大名校
还各有 20 个面向我市招
生名额，今年出台的政
策，则将这些学校全省

“ 掐 尖 ”的 路 子 给 堵 上
了。对于这个政策，株洲
各大高中校长也有话说。

“ 这 是 整 治 教 育 生
态，制止恶性竞争，确保
学校有序发展的重大举
措。”北师大株洲附校理
事长余年初表示，此项政
策出台后，株洲优质生源
外流会减少，这无疑会促
进株洲教育的发展。同
时，长远来看，全省包括
株洲地区的学生应试压
力会有一定缓解。他希
望株洲的学校着眼学生
发展，多在核心素养的培
养上下力气，在教育改革

的背景下写好株洲的教
育故事。

“拒绝择校，让教育
惠及每个学子，这才是关
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市
一中校长陈嵩则表示，禁
止跨区域招生有多重好
处。学生就地就近读书，
大家同一起跑线，能否考
出好成绩，全凭个人努
力。其次，老师的心更加
稳定，一样的生源，教好每
个学生责无旁贷。对于家
长来说，不需要劳民伤财，
大费周章送来送去，身上
的重担也可以卸下。

多位校长表示，今后的
教育对于学校和教师的要求
更高，大家将不负众望，持续
推进“五育并举”，办好令株
洲人民满意的高中教育。

长沙名校禁止招收外地生，家长们又
是什么态度？

家住荷塘区的王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表态：“请相信孩子，别瞎折腾！”

四年前，王女士在孩子小升初时为其
选择了长沙一所学校。回想起六年级下学
期，她坦言基本上就是奔波在各个学校的
考场间。王女士说，为了更有把握，还让孩
子私下参加了某培训机构举办的“考前冲
刺班”，花费一万余元。

回忆录取时的一幕，她记忆犹新。“在
一间房里分别谈话，气氛很紧张，招生人员
会跟你分析各种利害关系，必须现场签订就
读协议。”接下来的日子，让王女士感觉有点
力不从心。每周六清早，她都带上一桶精心
熬制的汤赶往长沙，为孩子补充点营养，然
后在出租屋内清洗囤积下来的两大桶换洗
衣物。但三年后孩子中考成绩却令人意外，

“听说是最后一个学期，学校被挖走了好几
个教学骨干。”王女士皱起了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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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高一女生小梦，
她之前在常德某高中就读，这个学期在她
的强烈要求下也返回株洲。小梦说，父母
认为常德的教育资源不错，考取好大学的
把握更大些。但学校的快节奏教学和每两
周公布排名的激烈竞争模式让她倍感压
力。再加上某些老师教授知识时使用方

言，也让她感到不适，“想跟家长们说，外面
的月亮不一定比家里的圆。”

记者随机采访了20位初三学生。大多
数学生都表示希望在株洲读高中，理由有
离家近、熟悉的同学多、校园环境好等。极
少部分学生表示将听从父母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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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去了长沙成绩反而变差，无奈转回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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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四大名校禁招外地生，对株洲影响如何？大家怎么看？

为上名校“操碎心” 结局却是“皱眉头”
她现身说法：请相信孩子，别瞎折腾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孙晓静 通讯员 郑奕

“教育公平事关社会的公平
正义，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提供机
会公平，而在机会公平中，教育
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李克强总
理 3 月 22 日在人民大会堂以视
频方式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
论坛 2021 年年会的境外代表时
表示。

3 月 24 日，长沙市教育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中考中招的
调整变化，其中一条为“长沙市
一中、湖南师大附中、长郡中学、
雅礼中学等现代教育实验学校
及明德中学艺术班不再安排跨
区域招生计划”。

一石激起千层浪。长沙四大
名校禁止招收外地学生，对株洲有
何影响？学校、家长、学生怎么看？

▲受访家长认为，这几年，株洲的教育越来越好。图为九方中学化学课堂，学生们分组合作，其乐融融
记者 孙晓静 摄

“这几年，株洲的教育确实是越来越
好。”“成功的路有千万条，何必去挤这个独
木桥。”采访中，超过七成家长表示长沙名
校禁止招收外地生对株洲影响不大，更倾
向让孩子在株洲本地就读。

“高中是需要家长陪伴的时期，外地生
到长沙读高中，远离父母，容易出现情感失
落和心理问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亚
平说，研究证明，孩子情绪焦虑时，家长及

时陪伴和疏导，可以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
防止出现心理疾病。

但也有家长持不同意见。陈先生的女
儿正读初三，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他表
示，去年四大名校在株洲都有招生指标，如
今“口子”被封紧，他考虑去长沙买房，“在
我看来，长沙的名校应该还是有‘两把刷
子’，毕竟望子成龙，谁都想给孩子最好
的。”

案例：为上名校“操碎心”，结局却是“皱眉头”

心声：不管如何选择,都是想给孩子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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