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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zzmst001

扫一扫
关注郑州名师堂

从今日开始，我们将陆续推出“小升
初”系列报道，带更多学生和家长走进优
质民办初中，了解他们的办学理念，为孩
子寻找更适合的学校。

为了更好地和读者、家长沟通，我们
将通过郑州晚报和微信公众号“郑州名
师堂”，在“走进优质民办初中”活动开始
前，发布消息接受读者和用户的报名。
请先关注微信公众号“郑州名师堂”。具
体方式如下：
1.通过微信号添加

打开手机微信客户端，点击通讯录
右上角的“+”，输入“zzmst001”进行搜
索，找到“郑州名师堂”点击“关注”。
2.扫描二维码添加

打开手机微信客户端，在“发现”栏
中点击“扫一扫”，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成
功后点击“关注”。
3.与郑州名师堂互动

打开“郑州名师堂”之后，在窗口下
方的输入框输入您的问题。

同时，本报也开通热线电话 96678，
如果您想了解哪些民办初中的招生情
况，最关心哪些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
们将会和学校负责人联系解答。

希望杯、华杯赛、十城联动、联合杯、十校联考及培训学校的第二
次、第三次甚至第n次模考……市区一名六年级女生罗薇（化名）
近两个月的生活中，是这些考试陪伴着她。仔细看看，没有一个考
试是和她所在的学校有关的。这些考试全部是她为了今年的“小
升初”作准备。“我都要成了同学们眼中的‘考霸’了。”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她风趣又有些无奈地说。 郑州晚报记者 张勤

为什么罗薇要疲于奔命参加各种
赛考？不是还有就近分配的“小升初”
途径吗？

“ 如 果 就 近 分 配 ，我 会 被 分 到
一 所 弱 校 。”罗 薇 说 ，她 家 没 有 在
热 点 初 中 附 近 买 房 的 经 济 实 力 ，
父 母 也 没 有 帮 她 分 到 好 初 中 的

“硬关系”。“没办法拼爹、拼房子，
我只能拼成绩。”

记者在采访中深深感受到，身处

“小升初”队伍中的学生、家长都在
“拼”。孩子拼证书、拼成绩，父母拼关
系、拼实力。

在市区一些房产中介里，最近咨
询最多的就是“学区房”，尤其是热点
初中附近的房子。政通路上一家房介
工作人员说，一墙之隔的房子有时一
平方米会多六七百元的差价。“去年还
有家长愿意出七八万元买一个上热点
初中的名额。”

罗薇是中原区一所热点小学
的六年级学生，春节过后的每个
周六、周日她都没有休息过，大部
分时间是在上补习班，还要抽空
参加各种考试。而这些考试都是
打着比赛的名号，多数是由培训
学校组织的，考试目的就是为了
今年市区民办初中的“小升初”。

“也不知道今年‘小升初’
是什么形势，反正有考试我就
参加，多在各种杯赛中取得一

些证书，也好为自己增加一些
筹码。”罗薇说，希望杯、华杯
赛、十城联动、联合杯、十校联
考及培训学校的第二次、第三
次甚至第n次模拟考，她都参加
了，自己现在就像一个考试机
器。她对自己的“小升初”有清
醒的认识：选择1所最热门的民
办初中，再选择一所竞争力相对
低一点的民办初中。“以我的成
绩，肯定能被其中一所录取。”

图为去年小升初报名第一天，金水区报名现场。 郑州晚报记者 张翼飞 图

讲述 一名六年级女生的n次考试

现象“小升初”，孩子和家长都在拼

“没办法，为了孩子有个好的学习
环境，只能拼。”罗薇的妈妈陈女士表
示，她全程陪同女儿参加每场杯赛、考
试，督促练习、培训接送、考场等候处
处到位，而她也可以说是众多“陪考”
家长的缩影。

记者：为 什 么 要 参 加 这 么 多
比赛？

陈女士：一是为了让她遇到重要
考试不怯场，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今年
的“小升初”。

记者：孩子累吗？你累吗？
陈女士：都累，不过孩子更累。我

和她爸没能力给她找个热点初中，一
切要靠她自己努力。

记者：这样岂不是给孩子很大
压力？

陈女士：我觉得没有人永远会一
帆风顺的，适当地给孩子一些压力也
有好处。

记者：想让女儿上个什么样的
初中？

陈女士：最理想的学校肯定是大
家说的“五大名校”之类的。

记者：你们了解每一所民办初
中吗？觉得女儿更适合上什么样的
学校？

陈女士：没想过她适合什么样的，
只想给她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相信
很多家长都这么想。

对话家长 只想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

活动 和“名师堂”一起了解适合孩子的学校

郑州市区的小学升初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将小学毕业生划片到相对就近的公办初中；另一种则是通过
综合评价，录取小学毕业生到民办初中。从2013年起，郑州市区民办初中的综合评价时间是在六月底至七月初，虽然今年评价
的具体时间还没确定，但小学毕业生和家长们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小升初”的各种事宜。从今日开始，本报将定期推出“小升初”
系列报道，联合郑州晚报和“郑州名师堂”微信公众号，组织“郑州名师堂”的部分关注者，走进优质民办初中，近距离感受他们的
办学理念、办学环境，为孩子寻找适合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