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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实践成孩子“必修课”
这个春节， 11 岁的学生曾可欣 （化名）

和爸爸、 妈妈一起置办了年货， 每次购物
时， 她总是会随身携带记事本， 对家中购买
的年货名称、 数量、 价格、 用途等进行记
录。 “你记录这些有什么用？” 可欣的举动
让爸爸很是疑惑， 她得意地告诉爸爸， “我
在做社会实践作业。 ”

这个寒假，曾可欣的作业不再是数学题、
语文卷，而是一项项实践作业，做手抄报、看
电影、自制美食等。 其中最特别的作业当属社
会实践———要独立完成一份调查报告， 把今
年家中购买年货的单价、 数量、 总价记录下
来， 同时了解购买的年货与春节习俗有什么
关系。

“比起抄抄写写的作业，这种实践作业有
意思多了，可以边玩边学。 ”益阳市朝阳国际
实验学校五年级学生豆豆（化名）说，这个寒
假， 他的社会实践作业是参加一至两次公益
志愿服务活动。 作为该校公益小天使团队的
队长，3年时间里， 豆豆参加了几十次大大小
小的公益活动。 今年寒假，他和同学们还一起
参加了送温暖活动———给留守儿童送过年大
礼包。

记者了解到，在我省，不少中小学校的寒
假作业都主打“实践”牌。 如益阳市赫山区迎
宾小学的实践作业是“找找生活中的数学”；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二小的实践作业是做

一次志愿服务、体验瑶族过年习俗、做瑶族小
吃……

对于寒假实践作业的布置，老师们是“煞
费苦心”。 冷水江市红日学校二年级（140）班，
班主任易群梅给学生布置了一份特别的寒假
实践作业，分时事类、民俗类、劳动实践类、体
育类、数学类、语文类作业。 在民俗类作业中，
要求家长带着孩子贴春联、 学生和长辈一起
准备年夜饭等；在劳动实践类作业中，要求学
生拟定一份压岁钱使用计划、 绘制一幅火灾
现场逃生疏散图。

寒假实践作业清单一出， 不少家长热情
点赞。 学生家长“不语”表示：“老师布置的作
业很贴合实际，有利于孩子成长。 ”学生家长
“明媚”表示：“给我们家长指明了假期学习的
方向。 ”

鼓励孩子独立完成实践作业
不过面对花样繁多的寒假实践作业，特

别是社会实践，也有家长表示“不轻松”。 记者
在和家长们聊天中了解到， 一些实践作业还
是存在父母一手策划，孩子们走个过场、拍张
照片的情况。

专家建议，在孩子实践作业这件事上，一
方面，学校布置实践作业应贴近生活，学生们
通过一定的努力就可以完成；另一方面，作为
父母，应学会放手，为孩子提供可行性的方案
与建议即可，鼓励孩子独立完成，哪怕这份作
业做得并不完美。

家长陈女士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范
例。 从女儿上小学起，陈女士就放手让女儿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一年去泰国旅游，每游览
一个景点，陈女士就为女儿拍照，记录下这段
美妙的时光。 回家后，陈女士将照片打印好，
女儿就在每一张照片旁写下自己的心情，一
本旅游集就这样制作出来了。 这样的实践作
业，既锻炼了女儿的动手能力，也增进了她们
的亲子感情。

“实践作业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必然
趋势。 ”在家长“游小鱼”看来，实践作业对家
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家长带领孩子，
更多地融入社会、融入地方，培养孩子正确的
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家长刘女士也认为， 假期应该让孩子们
多做社会实践。 不少家长忙于工作，无法时时
照看孩子，因此，培训班成了不少家长“花钱
买放心”的无奈选择。 刘女士希望，公共文化
教育机构能够主动承担丰富孩子假期生活的
责任，定期地组织假期活动，为孩子提供培训
班之外的更多选择， 让孩子过一个开心而有
意义的假期。

学生累，家长疲
“你家报‘占坑班’了吗，报了几个班？‘上

岸’了吗？ ”在培训学校，记者抛出此类话题，
总能激发小学生父母的巨大讨论热情。 在不
少家长看来，多报几个班，多几次考试机会，
孩子考取名校的几率更大。

为了民办学校的招生考试，2018 年的寒
假，学生小菲的时间表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一
点都没有放假的愉悦和轻松之感。 小菲说，虽
然上补习班、赶场参考很累，但她希望能上所
好点的初中，因此不敢松懈。

小菲的妈妈赵女士告诉记者，据她了解，
这段时间， 不少六年级学生参加了民办学校

“小升初”的选拔，有些四五年级的孩子也开
始为“小升初”做准备了，或考级考证，或请老
师一对一辅导，只为能到名校就读。

家长吴梅的孩子也将面临“小升初”，最
近吴梅的手机已经被培训机构的短信“轮番
轰炸”了。“这个说的是某学校的内部选拔考
试，那个说是某中学的提前招生考试……”吴
梅将短信一一翻出来看。

每个短信后都有咨询电话， 而落款的培
训机构也不尽相同。 因为不想让孩子错过任
何一个机会，吴梅还是给培训机构打了电话。

与吴梅一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为了抓住
与孩子相关的每一次升学机会， 他们积极报
名培训学校的“占坑班”、逛论坛、加入各种家
长群，从不同渠道获取考试信息。

根据家长李先生描述， 培训机构发出一
句简单的“有活动”，家长们便心知肚明，带着
孩子和票子蜂拥而至。

孩子参考了近十次， 几乎每次考试结果
都石沉大海，“考试当天， 家长将孩子送到集
合地点后，由培训学校的老师们领走参考，直
到考完了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究竟在哪里考试
的，参加的是哪所初中的招生考试。 到培训机
构打听，只说如果考上了会接到电话通知。 ”
李先生不禁开始怀疑是否培训机构巧立名
目，借由考试之名行圈钱之事，其背后真相不
得而知。

“小升初”牵动着大家的神经，大家感叹、
吐槽、忙碌、奔波、质疑，却仍在“小升初”通向
名校的路上义无反顾。

名校真题吸睛
学生和家长疲惫， 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也

忙着为家长答疑解惑，“周末来现场的、 打电
话以及网上咨询‘小升初’事宜的家长很多，
都不想错过机会。 ”长沙市中山亭附近一家教
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说。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几所培训机构几乎
都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小升初”强化班、补习
班等培训班。 某英语培训机构朱老师就强烈
推荐家长给孩子报“新概念英语”课程。“‘小
升初’考试内容相对较难，甚至包含一些中考
考点，如果只是补习书本上的知识点，无法考
出好成绩。 ”朱老师班上大部分孩子因此由进
阶课程转为“新概念英语”课程，超纲学习。

而今，入名校似乎成了孩子和家长的“刚

需”，家长们都在追求捷径，快速提升孩子的
学习力或者考试通过率， 各大培训机构适时
推出“名校考试真题”提升吸引力。 记者就如
何保证孩子的应考能力提出质疑， 在 3 所培
训学校都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我们与名校有
合作，手里攥有他们最新的考试真题，参加培
训的孩子也会因此提升一定的成功率。 ”

“比如，长沙某中学今年的考题跟去年是
一样的，我们这里已经录取了 10 多个，占了
他们录取人数的一半以上。 ”2月 7日下午，长
沙市八一路附近一家培训机构的刘老师对于
记者提到的“占坑”考试毫不避讳，并为记者
现场分析了各大热门学校的录取标准及录取
率。 刘老师还坦言：“不只是民办初中，一些公
办初中也在我们学校通过选拔考试招生。 ”

对于“上岸”成功率，数据是最直接有效
的佐证， 刘老师所在培训学校门口张贴着通
过“占坑”考试“上岸”的学生名单，以及部分
学生的姓名、就读小学名称及“上岸”学校名
称。 在记者查看相关信息时，刘老师说，“今天
晚上就有一次考试， 如果您孩子愿意参考的
话，还可以帮您报上名。 年前查得比较严格，
但是年后，尤其是 3 月份开始，政策会慢慢宽
松下来，考试会逐步多起来。 ”

事后， 记者通过多方渠道试图采访几名
“上岸”的学生，却未能联系上。

多部门联合专项治理“占坑班”
与名校合作有考试信息优势；手握“名校

考试真题” 有提升应考能力的优势……在培
训机构的宣传攻势下， 家长范女士还是抱着

侥幸心理让孩子参与了两次考试，“万一就考
上了呢？ ”

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政策，“小升初” 应遵
循“免试、就近入学”原则，本不该存在竞争压
力， 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从采访中不难看
出，参加“占坑班”以得到好中学的录取机会
已经成为家长的惯性思维，“占坑班” 加重了
家长和学生的负担，是被人诟病的教育顽疾。

对此，教育部对 2018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
入学的“十项严禁”中明确，严禁自行组织或
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
的各类考试， 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
的各类考试结果。 教育部将联合民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
部门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坚决查处将校外培
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
行为，并依法追究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相关
人员责任。

长沙今年有望出台民办培训学校监督办
法和民办初中招生新规定。 这是长沙市继
2017年 11月在民办培训学校(机构)违规组织
选拔性考试专项治理后，再次重拳出击，对热
火朝天的“小升初”选拔性考试喊停！

目前，从国家到省、市，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对“占坑班”形成了高
压态势。 记者提醒广大学生、家长，在“小升
初” 这件事情上保持理性， 不要轻信所谓的

“占坑班”。 同时，“占坑班”不停地考试、选拔、
比较，剥夺了孩子快乐成长的权利。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占坑班”的真真假假
本报记者 彭静 实习生 黎征

寒假实践也有别样精彩
本报记者 胡荧

2月 1日，长沙市教育局召开民办初中规范招生声明发布会，14所民办初中发布规范招生的联合声明，承
诺不提前启动招生、不委托他人招生、不收取考试费用。 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广大家长保持理性，别被“占坑班”
坑了。

“占坑”是指初中学校自办或与社会培训机构合作开办小学生学科培训，并通过考试选拔和预录优秀小学
毕业生的违规行为。 2月 7日，记者以帮孩子咨询为名，在长沙市内多所培训机构采访时，发现不少培训机构

“顶风作案”。对于“占坑”考试，他们毫不避讳，积极向记者介绍起其合作学校的录取要求、选拔考试时间、考试
费用、考前突击培训等相关情况。“3月份开始，考试会逐渐多起来。 ”几家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纷纷表态。 除草机

又来了

它 年 年 来 ，别
理它，没事儿。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实践
对孩子来说是一门必修课程。 记者
采访发现， 现在的寒假实践不再只
停留在打扫一下卫生、 慰问孤寡老
人上，假期实践也有别样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