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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升初的压
力下，不少焦虑的家
长将英语和奥数放在
了重要位置，但真正上
了初中你会发现，全面
发展的孩子更具优势。

在备战小升初的过程
中，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
提高成绩，更重要的是培
养自主学习的能力。所
以，即便最终的成绩不理
想，也绝不是失败，家长应
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

相信孩子，坦然面
对，这才是家长们应有
的心态。

家长“心里有数”+
本期小升初特刊的

“鼎力相助”（详见
C02 版~C18 版），
相信，您的孩子
小升初之路会
走得更顺畅！

初中名校榜

市东方二中 C02版
市东升三中 C03版
洛阳外国语学校 C04版
市实验中学 C05版
市东升二中 C06版
洛阳华洋国际学校 C07版
洛阳复兴学校 C08版
洛阳建中实验学校 C09版
市四中 C10版
洛阳师院附中 C11 版
市四十八中 C12版
市五十六中 C13版
市五中 C14版
市六中 C14版
洛阳国际学校 C15版
市二十四中 C15版
市二十六中 C16版
市四十五中 C16版
市河洛中学 C17版
市四十九中 C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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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问题

“同事的孩子都在备战小升初，我家孩子不参加
是不是亏了？如果孩子没考上，我是不是很没面子？”
别不承认，在让孩子加入小升初备考大军前，不少家
长都可能这样想。

别人家的孩子去了，你家孩子就得去？殊不知，
这样不仅不会成就孩子，反而会给孩子徒增压力。

在孩子升学的关键时刻，没有主见是非常可怕
的！如果你和孩子意见不同，要做的是和孩子进行沟
通，而不是人云亦云一窝蜂去备考。

□记者 焦琳

“要不要让孩子参加考试？”
“公办好还是民办好？”

“我家孩子适合上哪个学校？”
…………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焦虑的家长向洛姐姐咨询小

升初的问题。通过交流，洛姐姐发现，在小升初
的问题上，大多数家长是“当局者迷”。

洛姐姐希望各位家长在
为孩子选学校之前，先

自测一下，看自己
有没有以下

问题：

选择问题

很多家长只顾着让孩子选择小升初，却很少考虑
即将面临的实际问题：选公办还是选民办？让孩子住
校还是走读……说到底，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建
立在家长对孩子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正确认识孩子，不仅要全面、客观地分析孩子的
优点和缺点，还要评估孩子的学习成绩、学习能力、发
展潜力等与目标学校的要求、层次是否相匹配，只有
准确定位，对孩子长远的发展才更有利。

公办学校的教学经费由国家财政拨款，学生免学
费，老师大多是教学水平较高的老牌教师，严格按照教
育部门颁发的教学大纲授课；在教学成绩方面，由于要
兼顾划片辖区的大多数学生，且学生基数大，除了个别
学校，多数公办学校的教学水平保持在平均线上。

民办学校大多由集团或个人投资创办，学费较
高，每学年7000元至20000元不等，对于普通家庭来
说，是笔不小的开支；老师多是从各地高薪聘请的高
级教师，有的学校还有外教，授课方式多样化，学生的
接受度和自由发展空间更广阔，整体教学水平较高。

此外，多数民办学校要求住校，而公办学校走读
生较多。家长要根据孩子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与

其选有名气的，不如选最适合自己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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