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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走近借读式教育系列报道之二

小王在郑州某中学借
读。他在老家的成绩一直是
班级前几名，原以为到了郑
州的重点中学成绩会更好，
但他的父母却发现，孩子最
近越来越不爱说话，回家也
不看书做作业。到学校了解
后才知道，孩子经常逃学，成
绩也亮起了红灯。

据了解，像小王这样从
外地到郑州借读的有不少，
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群体的出
现？该不该让孩子借读？记
者对此进行了相关调查。

晚报记者 吴幸歌

慎重选择，适合才是最好的

三大原因引发借读跟风
借读生是指学籍保存在录取学校，通过一定

的手续在另一个学校寄读的学生。
这本应是个别现象，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

教育认识的提高以及教育资源不均衡等原因，一
些家长纷纷带着孩子到外地及一些好的学校去
借读，致使借读演变成为一种群体现象。近年
来，借读生成为一些学校，尤其是大中城市的一
些办学声誉高的重点中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学
生群体，更多的社会优质办学资源也瞄准了借读
生这一市场。借读动因，专家认为有三种类型：

一是考试升学型，这类学生希望借助于借读
学校优越的教育条件，考入理想的高一级学校。
这是大多数借读生的借读目的。

二是异地借读型。这类学生的家长多数在
家庭居住地以外工作，他们把子女带在身边，送
入当地的学校接受教育。

三是转换环境型，因为种种原因，在原有学校
学习状况不太理想，或者与学校、同学之间产生了
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不得不换一个学习环境。

盲目借读可能导致相反结果

诱
因

在开篇的案例中，小王的情况是第
一种和第二种的结合，那么为何家长的
苦心经营却适得其反了呢？

小王讲述了作为借读生所享受的“特
殊待遇”：不到学校上课也不会有老师注
意，即便上课，座位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学
习进度逐渐的跟不上了，平时和同学们又
玩不到一块儿，总是孤孤单单，上课时即
使自己举手，也不会被老师注意。

来自某重点中学的刘老师介绍，借读
生大都是半路转学，缺少和同学们认识熟

悉的过程，在活动中总是受到冷落，胆小
一些的孩子越是受到冷落就越不愿和同
学们交流，于是恶性循环形成孤僻的性
格。而老师对于这些学生也都不愿意管，
考好考坏也没什么关系，都是替别的学校
培养，他们的成绩也不计入班级成绩测
评，不会影响学校考评和老师评职称。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一些孩子借读
后，非但成绩没有提高，还会出现下降的
情况。孩子不开心，家长更是百思不得
其解。

“学习成绩的下降及学生情绪的变
动，很多时候原因不在学生本人，而在于
外部环境影响。”据悉，每年都有学生由于
在关键时刻缺少正确的引导，再加上升学
的重任，无法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导
致厌学、失去信心、弱科更弱。

因此，专家提醒家长要学会寻求正
确的引导或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试图改
变学生现状。比如，让他换个环境、短时
间的借读、换个老师，换一种学习方法，
其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信心的提升，学
习兴趣的提高，而且在一个新的环境里

完全能将自己弱科的成绩补上来。
家长在决定给孩子选择借读时，一

定要慎重。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选
班时多与新学校任课老师沟通，特别要
让孩子跟老师多交流，仔细分析弱科情
况，制订几个月的补习计划，争取让他能
在几个月后，满怀信心的回到原来的班
中，与成绩优秀者“并驾齐驱”。

此外，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到一些要求
严格、以教学成果为生存法则的私立学校
借读的学生，成绩提升很明显。因此，选择
到这些学校借读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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