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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杯赛》的报道，教育圈内讨论也很
激烈，很多教育工作者不断追问，“这样的疯
狂，谁来破？怎么破？”。

一位热点公办小学的校长说：“哪怕很乱
很疯狂，家长还是要守住最后的底线，爱孩子
的同时，保持头脑清醒。别人疯狂，不能对自己
的孩子疯狂。”

一位重点高中的校长也赞同这个观点，他
说，杯赛并不是一无是处，就像奥运会，跑得好
的人去参加即可，但人人都去跑就不正常了，家
长一定要冷静。

“其实，家长很无奈，送孩子去杯赛只是无
力的妥协。民办中学想招到好生源也无可厚
非，关键就看对民办学校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定
位，有没有设定出一个公正、被认可的招生方
式。”一位民办初中的校长说。

更多教育业内人士，给出了破解之策——
一位热点公办小学的校长说，“最近几年，

杭城的民办初中越来越多。除上城区外，各区
都在新办民办初中。接下来，还有几所重点高
中也将参与办民办初中，两三年内会建成招
生。民办初中不断增多，但成绩优秀的生源却
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每个民办初中都需要抢
生源，预计三五年内，生源大战还将上一个台
阶。

“民办学校应该是公办学校的补充，是为了
让更多孩子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教育，认同学校
理念、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去读就可以。而
现在的乱象是这样的：民办初中是成绩优秀孩
子的收割机，只教成绩好的孩子，造成错误的逻
辑——好孩子都是民办学校教出来的，所以人
人都必须读民办初中。这样‘全民奥数’、全民
争读民办学校就不难理解了。”

这位公办小学校长建议，民办初中的中考
成绩不计入区教育局数据。为什么要这么
做？民办学校费尽心思招揽优秀生源，就是为
了拿到最优秀的中考成绩。某个区里有民办
学校，好的学生就不会跑到别的区，成绩好了，
对区教育水平的社会评价就高。所以，各区也

在支持办民办学校，给出政策优惠、优秀师资
配备等。

一名公办初中的校长说，现在的情况是民
办热、公办冷，可以通过政策倾斜，让公办初中
先挑生源，提高教学质量，让两者均衡。

“小升初最好有一个选拔考试，可以不用
太难，也可以渗透到日常的学期测验里。小升
初时，让公办初中先挑，公办初中提高了教学
质量，有了成绩，才能平分民办的秋色。”

一位公办小学的校长说,民办初中的招生
办法要进行彻底改革。要么完全给各校自主
招生权，允许学校以各种形式选拔。或者干脆
一刀切，网络报名网络摇号，彻底斩断民办打
擦边球的空间。何去何从，就要看对民办的定
位了。总之，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实
在不可能。

“建议制定一个合理的基础底线，比如体
育不及格不收，赞助费不收等，然后在此基础
上，鼓励每所民办办出自己的特色。”

一位热点民办初中的校长表示，这个事
情，民办学校也是委屈的，“这个结谁来解？应
该从民办学校招生的方法、政策的顶层设计
上，要采取家长欢迎、学校等多方面认可的方
法。”

“建议在民办初中招生里，每人只能报一
所学校，半天之内进行一场笔试和面试，下午
就公布录取名单。所有民办初中同时开考，杜
绝家长的赶考问题。也提前让家长思考好，到
底哪所学校才是最适合孩子的，做到理性小升
初。”

一位重点高中的校长建议：民办初中选学
生，单凭一个面试确实有些难。就像大学来选
高中生一样，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用多元的评
价体系来招生，比如三位一体，主要看高考成
绩、学考成绩和学校的综合测试成绩。

小升初是不是也可以借鉴？比如小学毕
业，学生参加一场考试，类似于高中的学考，难
度不大，相当于过关性考试。这就可以作为一
定的升学参照。

的杯赛报道后续

快报深8度“疯狂的杯赛”引发全民大讨论
杭州多位校长指出：
未来两三年杭州将新增多所民办初中
如果招生政策不改变，生源大战还要上一个台阶
杭州市教育局今天举行情况通报会 回应快报报道

记者 张娜

昨天，快报推出 8 个版的“深 8 度”报道《疯狂的杯赛》，
揭秘了在杭州风生水起的 11 大杯赛，上周末就有近 2 万名
中小学生奔波奋战在华杯赛、春蕾杯、睿达杯等数学杯赛的
考场，其中杭州城北一所公办小学的考点，就有近 500 名一
年级小朋友在参加数学杯赛。

用漂亮的杯赛成绩敲开民办初中大门，这是近些年杭州
小升初的潜规则。大量的孩子为了拿到杯赛一二等奖，进行
疯狂的刷题训练，有的一周上 3 节数学培训班，一年刷 5000
题，很多孩子在残酷的杯赛竞争中充当着陪跑的角色。

愈演愈烈的杯赛热，催生了各种来路的民间杯赛组织，
他们与培训机构紧密合作，从报名、教辅、培训、冬令营、高
端出国竞赛班，疯狂赚钱，保守估计，杭州小学奥数培训市
场一年收入至少 3亿元。

杭州减负令实施 6 年，中小学生在校外的负担并没有减
轻。如此疯狂的全民奥数，何时能刹车？谁来刹车？

杭州市教育局昨天向快报记者表示，今天杭州市教育局
将举行一场情况通报会，就快报“疯狂的杯赛”的报道，给出
相关答复。

快报“深 8度”《疯狂的杯赛》的报道，引起全民大
讨论。昨天一大早，在都市快报官方微信上就有几百
条网友评论，来自厦门、上海、南京等地的网友感同身
受，参与讨论。

小兔子乖乖：周末打开朋友圈，很多家长都在晒
孩子参加杯赛的照片，要么在赛场，要么在去赛场的
路上⋯⋯真不容易。

棒棒妈：我觉得原来杭州竞争没这么残酷，感觉
是被上海带动的，那么多上海的杯赛跑到杭州市场。
孩子们上了起跑线，都知道跑了也没名次，但没有一
个肯放弃，除非说是比赛暂停，可怜啊，以后的路只会
更难走。

zheng·she：厦门人民表示看不懂这些。我们的
公办学校比民办好，公办全部是派位。

就想换个名字：作为一个从小考奥赛的人，我
想说，虽然这种现象不是一种良性循环，但是我觉
得学习奥数也是很锻炼人的思维的，对于现在这种
情况不应该遏制，而且应该引导，往好的方面发展。

三眼花翎：自古以来读书都是很辛苦的，关键在
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小升初又不允许考试。那
民办初中如何挑选优质生源呢？总得有个标准，起码
给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标准。

阿甘：奥数这个完全是天赋。我的同学 P，从小
学奥数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另一个同学 H，三
年级跳级直接到中学拿了奥赛冠军。二十几岁就是
华盛顿大学数学讲师。这俩人学习都很轻松，初中
基本都在玩，两人的爹都是数学老师，还在一个学校
的。我想说，学奥数真的靠天赋，不是那个料就不用
学奥数了。

水非鱼：都知道原因所在，就是改变不了。堂堂
的教育系统竟被几个民办机构绑架，可悲！

Jance：小学阶段课程不多，语文没什么评判标
准，英语有部分比赛但大部分孩子水平差不多，科学
都是概念性的知识，能拿出来比一比的也就是数学
了。而且数学还是很能分出层次的，民办学校抓的是
升学率，肯定要从这一门课下手，就算以后不看杯赛
奖项，平时的数学成绩也一定是考察重点。

Ming：考试和分数是寒门子弟逆袭的唯一通道，
不断地封堵，最终只能带来阶层的固化。

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重点高中校长提供破解方案《疯狂的杯赛》引发全民大讨论

12月10日，春蕾杯德天实验小学考点，一位父亲背着脚部受伤的儿子寻找二年级数学的考场。 记者 葛亚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