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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特别报道

爱和陪伴
是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

临近升学季，孩子读哪一所学校，是

家长最关心的问题。10 年前，许志香在

儿子面临“小升初”时也有过类似困惑：

一方面，她希望孩子能去一所好学校，有

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上

学安全、方便，家长可以给孩子更多陪

伴。最终，许志香选择了就近入学，儿子

陈杰伟被摇号到离家较近的列五中学。

孩子上学安全、方便这个愿望实现

了，可学校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师资力

量怎么样？这些疑问在许志香初次进校

园参观时就打消了一大半。“记得第一次

去列五中学，古朴幽静的环境，让人感觉

特别有读书氛围。”有一个细节让她至今

印象深刻：通往教学楼的道路旁立了一

块“小心路滑”的牌子，老师们还细心地

在路上铺了地毯，提醒孩子和家长注意

安全。

更让人惊喜的是，当年学校的社团

就多达30多个，“其中还有儿子特别感兴

趣的无线电发明。回家后，他还专门查

了那位社团指导老师的信息。”初次接触

列五中学，许志香感觉就近入学这条路

走对了。

学校老师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也

让许志香特别满意。“杰伟读小学时，

我们就发现他好动、记忆力好，喜欢问

问题，特别爱思考。”儿子上初中后，

许志香与班主任做了较深入的沟通。

“在后面的学习中，老师根据孩子的特

点，时常叫他起来谈谈自己的想法。在

老师们的引导下，杰伟的表现越来越积

极，课堂上大胆发言，课后还与同学分

享学习经验。”

初三后期，细心的班主任发现杰伟

虽然花了更多的时间学习，成绩提高却

不明显。于是，班主任及时找他交流，引

导他优化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许

志香和丈夫也积极配合老师，帮孩子解

开心结，增强学习信心，使他的成绩稳步

提升。

因为离家近，许志香和丈夫也给了

儿子许多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陪

伴。“早上，儿子可以多睡一会儿，还有充

裕的时间和家人一起吃早饭；晚上下自

习后，我们可以在小区门口等他，一边聊

天，一边散步回家；有时候，为了给他惊

喜，中午我会做点好吃的送到学校，他可

高兴了；和儿子发生小冲突，或者他情绪

不好时，我会到学校附近去跟他假装偶

遇……”在许志香的讲述中，3 年初中时

光构成了一家人珍贵的回忆。

“作为家长，我很庆幸能在家门口遇

到这么一所好学校。”回顾孩子的求学之

路，许志香非常感慨，同时，她也真切地

感受到，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学校；

家长的爱和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资

源”。

就近入学
助力孩子发展的最佳选择

“教育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适应顺应则促进，不适应逆势则阻碍。”

在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罗清红看

来，孩子生长发育乃至情智发展都有固

定的生物节律，就近入学有助于实现主

动锻炼、充足睡眠以及科学陪伴这三大

育儿原则的有效实施。

“就近入学可以减少孩子的路途奔

波，孩子每天花费在上下学路上的时间

大大减少，从而保证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用于其他活动，包括体育锻炼。”罗清红

表示，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坚持

锻炼有利于加快新陈代谢，促进生长发

育，增强体质健康；有助于培养孩子团队

合作意识，提升领导力与积极的生活态

度。长期坚持锻炼，可以提高孩子注意

力与记忆力，提高自控力，塑造坚毅品

质，从而让孩子在学业上更加专注和有

耐心。高强度的运动还可以释放压力、

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

同时，罗清红建议家长言传身教，带

动孩子一起锻炼，例如坚持跑步，参与各

类球类运动等。家长应帮助孩子尽量掌

握并喜爱上一项体育运动，逐渐养成锻

炼习惯。

“确保孩子睡眠是养育的第一要务，

而且，深度睡眠本身就是在进行另类高

效率的深度学习。”罗清红认为，就近入

学可以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对他们的

身体发育和心理健康都有益处。

根据多年的跟踪调查表明，每晚睡

眠少于 8 小时的孩子，有 61%学习跟不

上，39%成绩平平；而每晚睡眠在10小时

左右的孩子，只有 13%学习落后，76%成

绩中等，11%成绩优良。由此可见，睡眠

与孩子的智力发展也紧密相关。

罗清红提到，2023 年成都市教育局

发布的“作息令”就明确要求“个别学生

努力学习到就寝时间仍未完成作业的，

家长应督促按时就寝不熬夜，确保充足

睡眠”。

“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高质量

的陪伴，陪伴需要更多的时间，就近入学

可延长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促进并

形成亲子关系。”罗清红表示，学习有滞

后效应，面对孩子一时尚未开窍，家长最

好的陪伴就是安慰与等待。“陪伴不是监

督，不是管束，更不是替代，而是远观和

等待。没有有效的陪伴，就没有高质量

的成长。”

此外，罗清红认为就近入学的好处

远不止于此，“孩子可以避免拥挤的交通

工具，减少感染疾病的机会；有更多的自

由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从物

理上缩短家庭和学校沟通的距离，更好

地衔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罗清红表

示，更好地落实就近入学，就要办好老百

姓家门口的义务教育阶段“好学校”，形

成优质教育“雁阵”，促进优质教育均衡

共享。

创新举措
促进优质教育均衡共享

教育无小事，义务教育入学是家长

关心、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也是教育行

政部门落实便民惠民、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的重要方面。针对广大家长关心

的孩子入学问题，成都市教育局普通教

育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周荣分享了成都

的做法和经验。

周荣用 3 个关键词概括了“有学

上”的实现：方便办、有选择和可绑

定。根据国家、省关于义务教育就近免

试入学要求，成都市教育局在四川省教

育厅的指导下，采用统一平台采集信

息、联网校验、电脑随机录取、学位选

择和确认等方式，大大缩短了办理时

间——从过去需要 7 天缩短到只需要 7

分钟采集信息。

除了保障每一个符合条件的适龄儿

童少年有一个公办学位，成都市的义务

教育入学政策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孩

子们可以自愿选报一所民办学校，实行

公办、民办同步报名、统一录取；符合

条件的“小升初”孩子还可以选报市直

属的3所初中，或者参加区域内公办学

校划片摇号录取和民办学校电脑随机录

取。被民办学校电脑随机录取的孩子有

公办和民办两个学位，家长可以在指定

时间进行公办、民办学位的选择。

自 2021 年以来，成都市在全国率先

实行多子女同校就读政策。双（多）胞胎

子女、多子女家庭的子女因电脑随机录

取或划片调整导致不能就读同一学校

的，均可在线申请绑定，符合条件的，可

实现多子女同校就读。这一政策已经给

2万多个家庭提供了便利。

在保障“有学上”的同时，成都市教

育局还通过名校领办、优质资源辐射、教

师共享等方式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

自 1999 年起，成都市就致力于探索

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方式，探索出“名校+

弱校”“名校+新校”“名校+农校”等有效

方式；为了扩大优质资源的覆盖面，打破

时间、空间的阻隔，今年，成都市教育局

正在建设“蓉易学”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通过集成国家、省教育平台资源和成都

市中小学名校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到课

堂”。同时，为解决个别学科教师短缺

问题、丰富课程资源，成都市率先试点创

设市级教师共享中心，推动名优教师跨

学校、跨区域服务。

针对社会上散布教育焦虑、违规组

织“小考”等现象，近日，教育部启动了

2024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周

荣表示，对于违规行为，成都市教育局将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共同

维护教育公平。

从蓝图到校园，好学校就在
家门口

“新办一所、优质一所”是家长

对教育的期待；“新建一所校、带动

一片好”是社会对教育的诉求。2016

年，四川省特级教师谢治国领衔开办

墨池书院小学，以“一开办、即优

质”为办学目标，高起点、高水平、

高标准办好家门口的学校，赢得了广

大家长的认可。

“10年前，大源片区快速崛起，高

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居民逐渐多

起来。但那时中小学仅有几所，孩子

们上学难，学位紧张，路途较远，每天

需乘车来回颠簸几十分钟，好多孩子

起得早，眯着眼睛在车上啃面包、喝牛

奶。”成都墨池书院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谢治国回忆道。

2016 年 5 月，谢治国带领十多位

优秀教师筹办学校。带着“建一所、成

一所、起步即优质”，让孩子们在家门

口接受优质义务教育的使命，学校抓

好文化引领，深入推进协同育人，“从

纸上蓝图变为现代化校园”，让高品质

教育资源惠及了周边家庭。

学校被命名为“成都墨池书院小

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新区科

技文化融合重构。“我们精心布置了墨

池、子云亭、汉字天空、子云读书台、九

思堂等景观场域，孩子们经常在这些

地方读书诵诗、弹琴吹笛、写字作画、

举棋对弈。”谢治国说，慢慢地，传统文

化的根脉在师生心中生根发芽，学校

也成了老百姓口中的“有中国文化味

道的小学”。

此外，学校整合家校社医多方资

源，构建家长学校课程，引导家长“做

有勇气的父母”。学校和片区内的益

州小学、成都市教科院附属学校等学

校经常一起做联校教研，研发区域课

程，共享学校特色课程。

如今学校有62个班、2800余名学

生，他们就住在学校周围，步行 10 来

分钟就可以到学校，高年级的孩子大

多数自己上学、回家。“孩子们吃得好

了，睡得足了，学得好了，身体棒了，家

长也省心省事了。”谢治国说，学生毕

业了，就近升入成都市教科院附中、石

室天府等中学，12年的教育就在家门

口完成了。

精准发力，区域推动高位优
质均衡发展

如何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老百姓

家门口？近年来，青羊区优质教育资

源实现了满覆盖。

“突出教育优先，优先保障教育投

入，全力保障学位供给，‘一校一案’资

源配置提档升级，夯实优质均衡根

基。”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总督学张

勇介绍，30 年来，青羊教育一直推进
“一校一品、一校一景”学校特色发展，

更好地满足家长多样化的需求。

青羊区通过深化提质扩优，新建学

校，办一所、优一所。学校在集团引领

中实现共建共享。目前，青羊区有17个

教育集团，建立了“四同三共享”集团内

部合作机制，规范集团发展考核，集团

之间和集团内部差异不断缩小。

创新举措为学子幸福成长保驾护

航。近年来，成都高新区积极创建国

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好“新

学校”，提升“薄弱校”，培育“优质校”，

着力推进“五好”工程，保障学生吃得

好、睡得好、锻炼好、学习好、发展好。

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总督学匡世联

介绍，高新区开展中小学生睡眠保障

行动，加强作息管理，保证学生午间休

息时长，在有条件的学校，推动午小憩

项目，让学生能够“躺平睡”。

作为全国校家社协同育人实验

区，武侯区着力推进规范化家长学校

建设，围绕弘扬家国情怀、交流家庭教

育方法、提升家长素养、筑牢家校沟通

桥梁等目的，常态化开设“武侯家长学

堂”、家庭教育“120 工作室”、喜马拉

雅“云听”学堂，对不同需求家庭和困

境儿童提供支持和帮助，参与学习人

次达 500 余万。

“武侯区通过集团化办学、教育数

字化转型、校家社协同育人等举措持

续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成都市武侯

区教育局副局长罗虹说，系列举措让

优质教育资源“触手可及”，也让孩子

的发展未来可期。

“在四川教育的百花园里，我们力

争打造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和谐教

育生态，让优质教育‘遍地芬芳’、处处

盎然。”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罗涛说，

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确立的法定原则，

对此，国家和省级已出台了系列政策，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

制。而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

学，根本还在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办好每一所学校，努力满足人民群

众“上好学”的美好愿望。

罗涛表示，近年来，我省全力在义

务教育的扩优提质上下功夫，通过优

化调整学校布局、学区制治理和集团

办学、构建远程教学模式等举措，优质

教育资源正加速发展，更多的孩子能

在“家门口”上到“好学校”，更有利于

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办好家门口优质学办好家门口优质学校校
让孩子就近让孩子就近““上好学上好学””

■ 本报记者 张文博/文 陈朝和/图

家门口就有“好学校”，是每个家庭的美好期盼，也是以教育公平促进
社会公平的群众呼声、时代呼声。如何让更多孩子在近处“上好学”？如
何把每所学校都办得孩子喜欢、家长满意？4月26日，四川省家庭教育公
益宣传活动天府家长“慧”邀请到家长许志香，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罗清红，成都市教育局普
通教育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周荣等嘉宾会聚一堂，共话“办好家门口优质学校”。

周荣介绍成都市教育局的相关做法。

罗清红谈就近入学的好处。

多位嘉宾做客天府家长“慧”客厅——

共绘优质均衡“同心圆”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文/图

近日，四川省家庭教育公益宣传活动天府家长“慧”第四期开讲。在“天府家长‘慧’客厅”环节，教育厅基教处，成都市青羊区、武侯区、成都高新区以及成都墨池书院小学分享了“办好家门口优质学校”

的相关举措和做法，共绘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心圆”。

天府天府

许志香分享教育感悟。

天府家长“慧”客厅环节，嘉宾们积极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