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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近日，北京市多
区公布了 2022 年 9
月新初一年级的中招

“校额到校”计划。
计划提出“将优质普
通高中招生计划按一
定比例分配到全区所
有初中”。与往年相
比，新政最大的变化
是，政策的惠及面从

“普通初中”扩展到
全区所有初中。回答
了之前令部分家长困
惑的问题。

“校额到校”是
将优质高中招生指标
分配到初中学校的一
种做法。北京市自
2014 年起实施“校
额到校”招生政策，
优质高中名额分配比
例为 30%，到 2016
年，这一比例提至
50%左右，并提出

“名额分配计划向一
般初中校和远郊区初
中校倾斜”。在2021
年的中招方案中，北
京 市 将 优 质 高 中
50%以上的招生名额
分配到一般初中校。
目前，北京市初中校

“校额到校”采用校
内选拔方式，综合素
质评价须达到B等，
中考各科总成绩须达
到570分（注，总成
绩为660分）。

从全国层面来
看，这一政策更多使
用的是“名额分配”
或者“指标到校”
的称谓。《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 纲 要 （2010-
2020 年）》 提出，
应“改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方式，发挥优
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
分配的导向作用”，截至2011年7月，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推行了“指标到校”
政策。从总体来看,“校额到校”政策使得优
质高中的资源被分配到普通初中，缓解了“小
升初”择校热，为普通初中就读的学生提供了
升入优质高中的教育机会，从而促进了教育公
平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就北京的情况来看，由于全市的“小升初”均
已采取电脑派位入学，区域内优质初中和普通
初中的生源已大致均衡。在城区初中发展均衡
的区域，出现了在同一初中不同校区就读的学
生“同分不同待遇”的情况，分校被界定为

“普通校”具有“校额到校”资格，本校被界
定为“优质高中的初中部”不能享受这一政
策。对于在优质初中就读的学生是新的不公
平。也因此，此次北京新政做了调整，受到了
家长欢迎。

从国内其他城市来看，也有将“校额到
校”指标分配到所有初中的尝试。上海市教
委2021年的中招新政中，规定将示范性高中
指标“均衡、随机”地直接分配到区内各个不
选择生源的初中，以做到全覆盖。

21世纪初，北京市教委相继实施了“薄
弱学校改造”“初中建设工程”等项目，各初
中在硬件配置上已基本均衡。近年来，北京市
严格“小升初”招生管理，推进电脑派位就近
入学，各初中生源也基本均衡。此外，北京市
推行的学区化、集团化、“名校办分校”等政
策举措，已缩小了区域内校际师资和管理的差
异。将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分配到每个初中，
可以使更多的初中学校和初中生受益，进一步
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当然，北京当前“校额到校”政策实施
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加大了优质高中教学管
理的困难。目前，北京市所有的优质高中

“校额到校”最低录取线均为570分，由于通
过统招和“校额到校”两种方式入学的学生
中考分数差别很大，这给优质高中组织教学
活动带来了很大困难。部分学生入学后会因
跟不上而申请转学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而
在远郊区，会因为很多学生达不到这个分数
线导致计划指标用不满。建议可以参照国内
其他城市的经验，由招生学校自主划定分数
线，以避免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不足。如广
州市规定，“以招生学校近3年最低录取分数
的平均值下降20分为最低录取分数线进行投
档”；大连市规定，“录取时，同一省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录取的不同初中指标到校生最低
分数差控制在35分以内”。如果以招生学校
近3年的统招分数线下降20-30分为最低录
取线进行投档，可以使通过“校额到校”入
学的学生经过自己努力能够跟上优质高中的
教学进度，使学生能够享受适合的教育，也
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实效。

总的来说，“校额到校”是促进教育机会
公平的手段。教育公平既要保证机会公平，也
要保证结果公平。实现教育结果公平的根本办
法在于教育领域持续的增量改革和合理的存量
改革。这要求政府部门依法履行教育投入责任
和均衡责任，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大
力改善相对薄弱初中的办学条件。在推进“校
额到校”的同时，深化“集团化”“学区制”
改革，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校长轮岗交
流，缩小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以使所有
学生都能享受更加公平、更加有质量的教育。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

﹃
校
额
到
校
﹄
：
促
进
教
育
资
源
均
衡
配
置

王
海
芳

亲子互动中，家长于点滴之中的言行和态度将影响甚至塑造着孩子的性格
和人格。最近，高考、中考分数相继出来，“作为家长，如何面对没有考好的
孩子”无疑是很多家长需要面对的一道家庭教育的重要考题。

本期我们特别邀约两位有实践背景的心理学研究者分享他们的教育思考和
智慧。

——编者

出给家长的一道考题：当孩子没有考好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破解编辑抛来的
问题，我脑中首先冒出来的其实不是答案，
而是一系列的困惑。我想，这篇文就通过对
这一系列困惑的澄清，尝试帮助家长朋友找
到最适合自己的答案吧。

孩子考不好？怎样才叫“好”？

我提这个问题，是为了帮助大家思考
“考好考坏标准制定的合理性”。我曾听到有
孩子跟我哭诉，100分的卷子考了 99分，
孩子本来兴高采烈地要跟家长炫耀，却被家
长迎头泼了盆冷水，质问“为什么会丢了那
1分？”所以，孩子接收到的信号是“家长
眼里，只有考到满分才是好”，总有一种无
论如何努力都达不到家长期待的失落感。

但这个标准合理吗？事实上，要求孩子
“把会做的题全做对”，表面上看是一个可达
成的目标，但其实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因为
它的潜台词是“你在考试中不允许出错”。
但只要是人，就有可能犯错的呀。

有的家长则会继续问“别人家的孩子能
考100分，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不行？”其实
也可以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别人家的家长
会因为孩子考到了60分就很开心，为什么
你就不能为孩子考够了60分而开心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考不好”界定为
“没有考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或者“没有达
到想要的那个结果”。比如模拟考试一直都
不错，结果正式的中、高考来了个发挥失
常。或者特定能力的考级，没有通过。但实
际上，正式考试和模拟考试的心态不同，发

挥水准不同也是很正常的事。考试的结果受很
多因素的影响，排在前四位的，就是考试时的
心理状态、考前心理状态、学习方法及应考策
略、学习基础及知识储备。我们不能仅凭考前
知识储备这一项，就评判结果是好是坏。我们
以为的“不好”，已经是孩子尽力平衡多项因
素之后，能取得“最好”的那一个结果了。

“这个好或不好是由谁来评估的？是家长
不满意，老师不满意，还是孩子不满意？”

这个问题是为了帮助大家澄清，“考好”
到底是谁的期待。大多数时候，是孩子本来觉
得还可以，但知道家长会不满意，因为家长的
要求比孩子自己要更高。也有一些时候，是孩
子比家长对自己更加严格，家长都觉得已经不
错了，但孩子却觉得很失望。当然，如果我们
再多问一句“一个孩子，是怎样从无忧无虑，
学会对自己提出这么高的期待的呢？他是受到
谁的影响，向谁学习的呢？”可能又会有一些
新的答案冒出来。不管答案是哪一种，家长基
于孩子的真实水平，调整到一个合理水平的期
待很必要。合理期待的意思是，经与老师共同
评估，与孩子平时的学习表现相匹配，孩子确
实可以达到的考试表现。

“家长如果不满意，会做何反应？孩
子又会如何反应？”

我提这个问题，是为了帮助大家反思和整
合以往的经验。有的家长会直接把不高兴写在
脸上，甚至严厉地教训孩子，从而让孩子承受
比较大的情绪压力，产生自责、羞愧的感受。
有的孩子会因为这份愧疚感而痛定思痛，奋发

向上，从而取得进步。也有的时候，孩子也努
力了，但无法坚持，或者没有换来让自己满意
的效果，所以开始自甘放弃，家长的生气也不
再有效果。有的家长会比较冷漠，用冷暴力惩
罚孩子。孩子当然会受伤甚至害怕，有时会努
力做出一些讨好家长的行为，试图让家长不再
生气，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自尊心未必
会允许他表达这份伤心，反而可能安慰自己说
无所谓，装作不受影响的样子，把冷战进行到
底。不管如何，试图运用羞辱、惩罚、忽视等
方式，激发孩子的自我否定甚至羞耻感，可能
确实能让孩子为了证明自己而努力一把，但这
种努力会比较容易产生损耗感。也可能达到一
次目标，争一口气之后就陷入迷茫，继而容易
泄气，进入“躺平”“摆烂”的状态。

也有的家长可能怕伤到孩子所以掩饰自
己的失落，嘴上说着没关系，眼神却明显地
黯淡，孩子每天都在学习观察家长的反应，
所以家长真实的感受可能想藏也藏不住，反
而让孩子产生“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被信
任”的感觉。

“家长真正想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

在讲到底应该怎么做之前，我们需要再澄
清一个问题——作为家长，你对孩子的期待具
体是怎样的，你希望用多长时间让孩子达到这
个目标呢？面对孩子不够理想的成绩，很多家
长在做出行为反应前，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
个问题。答案可能是很多元的：也许是让孩子
意识到自己不行，知耻而后勇；也许是让孩子
赶紧找到方法下一次考好，给自己脸上争光；

也许是让孩子别太受打击，别因为太难过而一
蹶不振丧失信心；也许是想让孩子感受到来自
家长的接纳和关爱……还有很多的也许。认清
和承认自己的目标，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而
制定一个成长取向的目标，更加有助于选择恰
当的教育方法。

如果是聚焦在成绩的现实改变上，那么达
到这个目标就需要持续的努力，而不只是在考
试成绩出来的那一天出点力气。如果是希望孩
子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和接纳，从而产生成
长的内驱力，那么哪怕是一次有效的回应，都
可能带来明显的效果。

“孩子考不好时，家长到底应该怎么
做呢？”

如果孩子的成绩，确实没有达到正常发
挥时的范围，那他自己的心情肯定是有所失
落的。当没有外在干涉时，孩子也会很自然
地希望可以通过调整状态，去得到自己应达
到的水平。

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而言，多一些指导
可能是有帮助的。但这个指导一定不是只让孩
子反思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而是相反，可以
多用赋能的方法，帮助孩子找到信心和希望。
比如问一问“你是怎样有效掌握那些做对的知
识点的”“你觉得有哪些有效的方法是可以多
做的”。

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孩子，特别在意“我做
一件事，是因为自己想做，而不是服从别人的
安排”，在我看来，家长先要表达一下关心
（毕竟也假装不了不关心，该问就问），接着，
表达一下对孩子失落的理解（“你觉得没有发
挥出正常的水平，心里也不好受”），再表达
对孩子的信任（“相信你心中有数，知道该怎
么办”），最后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你需要我帮什么忙”），等待孩子的主动
求助并予以力所能及的帮扶就可以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专职教师）

“好”的标准谁来定？
申子姣

在孩子的学习生涯中，考试没有考好，
发挥失常，这是常有的事情，但如果这样的
失常发生在期末考试，甚至中考、高考这样
的关键考试中，那么这样的考试失利就容易
引发孩子产生重大的心理压力，处理不好会
挫伤孩子的自我评价和定位，严重的会影响
孩子的一生。家长是孩子最在乎、最依靠的
精神力量，要避免简单安慰、假装忽视，更
不能冷嘲热讽、批评指责，而是要在关键时
刻做好陪伴和支持，给孩子赋能，和孩子一
起跨过这个人生“低谷”，让“考得不好”
成为孩子生命成长中的故事，而非“事故”。

让孩子面对现实，接受失利

没有人想要失利，但生活难免有挫折，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正视挫折，面对失利
是人生的必修课，家长要善于让孩子在“考
得不好”这样的负面事件中发现正面价值，
学会运用生活中的辩证法。家长既不能对考
试失利“过分焦虑”“过度解读”，也要避免

“和稀泥”心态，将考试没考好“轻描淡
写”，帮孩子“蒙混过关”，而是要让孩子敢
于面对失利、接受“失败”，认真总结，找
准方向，学会体面而有尊严地“输”。唯有
如此，孩子才能勇敢“走出”，真正“放

下”，转身走向未来，走得更远更好。
这需要家长在第一时间共情和接纳孩子的

情绪，给以必要的理解和安慰，也要让孩子独
自面对，冷静思考，这是孩子成长所必须经历
和穿越的过程，家长不能人为剥夺孩子的挫折
体验。让孩子“大哭一场”也好，“痛定思
痛”也罢，孩子的路总是要他们自己走，那些
能够直面逆境，选择迎难而上的人，往往更能
成就自己的人生。

请孩子理性分析，认识自己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正确地认识自己，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成长，孩子自然也不例外。
考试没有考好，这是孩子认识自己的一个契
机，无论是考试发挥失常，还是能力所限，都
是孩子了解自身学习特点的机会。让孩子面对
考试失利，不是要活在失利的阴影中，而是要
在考试失利中看清自己的心智模式和存在问
题，以针对性应对和处理。语文特级教师袁卫
星曾说，“考试是一次总结，不是终结”，善于
总结，从失败中看见问题，这不仅关乎学习，
更是提高人生智慧的途径。

当孩子度过了考得不好的情绪低落期之
后，家长要适时请孩子全面、客观地分析自己
的学习现状。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容易偏执一

端，只看见问题，一味否定自己。其实，再低
的分数，也是辛苦学习得来的，家长要结合细
节帮助孩子看见自己好的方面，比如肯定孩子

“每天坚持早起，独立思考，按时完成作业，
有上进心等”，让孩子看见自己的优势，认清
自己的问题，能帮助孩子自信自强。

带孩子了解社会，拓宽视野

学习不仅仅拘泥于书本知识，考试不仅仅
局限于学校教学。实质上“知识、生活和生
命”有着深刻的联系，很多时候孩子学不好知
识，是因为不了解生活，更不懂得生命。为了
片面追求考试成绩，有些学校把知识从生活中
剥离出来，把知识“抽象化、符号化、应试
化”，导致学生学得困难、学得枯燥、学得低
效，也因此很多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考试成
绩自然也难以理想。这不仅影响孩子当下的学
习，更不利于孩子的终身学习。

家长要善于“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利用
周末、寒暑假带孩子去体验生活，了解社会，
感悟人生，就是把知识“还原”到生活中，

“复活”到生命里，让知识“具体化、生活
化、兴趣化”。当孩子把学校教育“灌输”的
知识和自己体验“生成”的知识相联结，孩子
会体验到知识的魅力，提升学习的兴趣，拓展

学习的视野，真正地把知识学懂学活，从而更
加自然从容地应对考试和学习。

和孩子做好规划，自我设计

如果在中考、高考这样的关键考试考得不
好，这也意味着除了少部分学生选择复读之
外，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要选择就读各类职业
院校等作为求学发展的新路径，这在很多人看
来是“次优”的选择，甚至是“低人一等”

“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实际上，随着近年来
市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求贤若渴”，以及国
家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日益重视，那些拥有解决
复杂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型、复合型、
创新型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将成为新一轮
的“人才风口”。

家长要紧跟社会动态，更新人才观念，抓住
孩子考得不好的“机会”，和孩子进行“发展类
型”定位，结合孩子的兴趣特长，和孩子一起做
好生涯规划和设计，选好专业择好学校。同时，
也要针对职业院校学习氛围、学习习惯相对不
佳等现实情况，给孩子提前打好“预防针”，提升
孩子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能力，鼓励孩
子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孩子就一定能够脱
颖而出，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朱永新先生曾说，“成人比成才更重要，
幸福比成功更重要”，考试考得好，并不意味
着人生就能好过；考试考得不好，人生也未必
过不好。人生真正的考试其实每一天都在进
行，那就是我们是否最大程度地超越自己，让
有限生命实现最大的价值，做最好的自己。不
辜负生命中的每一天，问心无愧，不留遗憾，
我想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吧。

（作者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让“负面”事件发挥“正面”价值
卢锋

目前，“双减”一周
年下的暑期在各地陆续拉
开帷幕。为了让孩子们过
一个安全快乐、幸福有童
年味的暑假，提高孩子们
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
力，安全教育必不可少。
左图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岑巩县第三小
学教孩子急救常识。右图
为家长在实际场景中告诉
孩子水边安全常识。

平安快乐
迎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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