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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查三代
上海对“考家长”学校追责

民办学校“幼升小”，不
考学生却考家长。5 月 7 日
起，上海市部分民办学校的
招生程序，引发舆论争议。5
月6日至7日，上海市集中举
行 171 所民办初中、小学入
学面谈。而自 6 日起，陆续
有家长发布消息称，部分学
校入学面谈，对家长提出考
核要求，包括要求家长作答
类似公务员行测题的问卷，
以及填写包括外祖父母学历
在内的背景调查表等。

5月7日晚，上海市教委
回应此事称，已对涉事阳浦
小学、青浦世界外国语学校

（简称青浦世外学校）两所民
办学校，在全市教育系统内
提出通报批评，要求其所在
区教育局进行追责，并将要
求两校公开致歉，同时核减
下一年度招生计划。

阅读提示

学生入学要问祖辈情况

“愧对小女，愧对列祖列
宗。”5月6日，在参加完上海市
民办阳浦小学入学面谈后，一
名学生家长在朋友圈写道。

根据上海市教委的统一安
排，5 月 6 日至 7 日，上海市民
办学校集中进行2017年度秋季
学期入学面谈。而自 5 月 6 日
起，陆续有学生家长发现，面谈
的考察对象，除了学生本身外，
似乎更偏重于家长情况。

上述学生家长在朋友圈同
时上传了 9 道图形推理题，形
似公务员行政能力测试题型，
并有作答时间要求。

一名参与过阳浦小学入学
面谈的学生家长告诉新京报记
者，5 月 6 日当天，校方将陪同
前来面谈的家长集中到几个大
教室，现场扫码，通过手机完成
家长问卷。上述家长提供的试
题图片显示，除推理题外，另有
主观题等题型，包括类似“如果
对老师或者学校工作有意见，
您会如何处理”这类应用型试
题。

而上海另一所民办学校，
青浦世外学校的入学面谈，其
对家长的考察方式则更为“直
接”。新京报记者注意到，青
浦世外学校的家长问卷同样
通过手机作答，其中甚至包括
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工作单
位、职务及学历。

公开资料显示，民办阳浦
小学前身为上海市公立重点小

学杨浦小学，2006 年改制立
校。而青浦世外学校，与上海
知名民办小学上海世界外国语
学校同属一个教育集团。两所
涉事学校，均为上海本地民办
学校中的“名校”。

教委要求两学校致歉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2017
年5月4日，阳浦小学在其官方
微信中称，面谈当日，家长完成
信息审核后，“于一楼休息等
候，并完成家长问卷”。

5 月 6 日，阳浦小学回应
“家长问卷”一事称，设置这一
环节，一是“提供家长梳理自己
育儿心得的机会”，二是为了

“收集足够的、真实的孩子成长
信息，通过大量的案例积累，寻
找教育教学的普遍规律”。而
对于家长而言，问卷“不是强制
行为，可选择做，也可不做，即
便做了问卷，也有提交与不提

交的自由”。
阳浦小学据此致歉称，问

卷内容中涉及部分逻辑思维题
目，原意是“在家长等候过程中
让大家动一下脑子，不至于太
枯燥”，并称“思考不周”。

5月7日，青浦世外学校公
开致歉，称家长问卷属于“不当
调查”，其原因是学校“对规范
招生要求不重视”，“违反了教
育公平原则”。

青浦世外学校一名负责招
生的教师告诉新京报记者，此
次问卷调查“与学生录取情况
无关”，“家长可不填”。

两校事后的解释，并未能
逃脱主管部门处罚。5 月 7 日
晚上，上海市教委回应此事称，
两校的相关行为，“有违义务教
育法和本市招生政策中强调的
促进教育公平和维护中小学生
教育权益的基本原则”，并对涉
事两校在全市教育系统内进行

通报批评，责成涉事两校所在
区教育局将此事通报学校董事
会并对相关负责人追责，此外，
要求两校公开致歉并核减明年
的招生计划的处理。

■ 背景
民办小学招生早
公办校成“保底选项”

上海当地媒体报道，2016
年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
统数据显示，共有31880名适龄
儿童填报民办小学，而在当年，
民办小学共录取9780人，招录
比约为3.31。

相对应的是，优质民办小
学的录取，则更为激烈。阳浦
小学发布的招生简章显示，该
校学费为每学期11000元，而同
期公办小学，学杂费全免。相
对高昂的收费标准，并没有影

上海青浦世外学校家长问卷要填写学生祖辈的情况

响该校的招生。公开资料显
示，2015 年，报名阳浦小学的
学生人数为 1183 人，而该校
实际录取 210 人，招录比为
5.61。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上海
市教委发布的《关于2017年本
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
学工作的实施意见》中规定，
2017年，上海市民办学校招生
实施按志愿分批次录取办法，
5月 8日至 9日进行第一志愿
录取，全部招生工作“于 5 月
16日完成，学校将录取名单上
报区县教育行政部门”。

与此同时，公办学校的招
生时间却相对较晚。上述实
施意见中同时规定，5月27日
至 28日为上海市公办小学报
名验证日。也就是说，当民办
小学录取工作完成11天后，公
办小学才开始报名入学。

上海市多名教育界人士
告诉新京报记者，正是这一时
间差，导致公办学校成为不少
家长的保底选项。在实际操
作中，家长往往会优先冲击优
质民办小学，在失利后，再转投
学区内公办小学。而这样的现
状，也使得民办小学，特别是

“民办名校”竞争空前激烈，乃
至出现“考家长”的状况。

■ 专家说法
公办校投入不足 民办
校承担部分“托底”功能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与公
办学校只招收上海本市户籍，
学区内适龄儿童，或者具备一
定条件的随迁人员子女相比，
民办学校招生范围要广泛得
多，其要求也更低。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民办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表示，
在理想情况下，公办学校有

“托底”的责任，即保障适龄儿
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民
办学校则负责提供更多元化
的教育模式。不过，目前在上
海等国内一线城市，由于教育
资源有限，公办学校往往供不
应求，并且将相当一部分不具
备入学条件的外地户籍适龄
儿童拒之门外。因此，在一线
城市，民办学校无形中也在承
担部分“托底”职能。

“民办小学‘挑家长’，本
质上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的
稀缺。”吴华认为，作为市场的
产物，法律并未禁止民办小学
对入学者进行甄选，因此从法
理上说，上海两所涉事学校，
有权实施“家长问卷”。

不过吴华同时强调，在目
前公办学校投入不足，民办学
校事实上在承担部分“托底”
功能的现状下，对学生家长及
入学者进行甄选，违背了义务
教育法中“公平”和“平等”的
原则，因此其虽然不违法，但
并不合理。也正因为此，两校
均受到上海市教委的严厉处
分。要解决这一矛盾，政府可
向民办教育机构购买教育服
务及学位，让优质民办学校成
为法理上的“托底者”后，才能
更有效地实施监管。 （王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