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学校真的有这
么好吗？连我们自己都看不

懂了！”一位名校校长说，自
己的学校太受欢迎了，简直
让老师们受不了。近年来膨
胀起来的学生数，严重地影

响了学校的教学和孩子们的
活动。“我们处在市中心，本
来地方就小，教育资源匮乏，

孩子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成
长，能发展得好吗？”这位校
长的话非常有代表性，一些
家长重点追逐的名校都位于

市中心，本来地方就特别小，
有的连体育课都没地方上，
孩子们没地方活动，学校甚
至要把孩子们带到校外去上
课，现在人越来越多，学校就
更显拥挤了。
“家长们就想着给孩子

择校，并没有考虑孩子自身
的情况。”一位校长说，名校
一般学生数很多，一个班甚
至有50多人，老师肯定顾不
过来，学生的自觉性就特别
重要，孩子的学习习惯不
好，就很容易跟不上，一直

会很吃力。而在一些小班化
的学校，一般都已经是省实

验小学或市实验小学的级
别，教育质量受到专家和主
管部门的认可，而有的班级
甚至只有十多个人，孩子的

习惯会得到很好的培养，受
老师的关注也多于名校孩
子的几倍，就连名校的校长
和老师们也会推荐大家去
上小班化，可众多家长都不
认同。
“早上六点多，就有孩

子来小学，那不是住在学校
附近的孩子，往往都是住得
最远的孩子。”就是一些买

了二手房让孩子成功入学的
家长，一般不会带孩子住在
入学时用的小房子里，而是
会回到离校较远的家中，怕
堵车迟到，他们早早出门，到
学校也是最早的，碰上刮风
下雨、天寒地冻，孩子们看上

去很可怜。一位名校校长说，
家长在“疯狂”择校前，不妨
仔细想想，究竟为什么要择
校？这样做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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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先生的堂叔在一所名

牌小学学区内有一套二手房，
老两口独自生活，这套房子里

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孩子上学
了。“我把全家户口迁进来，
小孩上学应该可以吧？”齐先
生办完户口后，就和堂叔打好
了招呼，如果有老师来问，就

说小孩平常住这里，这几天外
出旅游去了。

刘先生自己有一套房子，
房子在郊区，装修得豪华舒

适。刘先生的父母住在市区，

尽管是几十平米的旧中套，但
胜在学区好，所以刘先生自结

婚后就把夫人的户口迁进了
父母家，儿子出生后也顺理成
章地报上了户口，一家三口的

户口在老人家的户口本上从
未迁动过，加上刘先生又是独
子，刘先生认为，自己的儿子
上这所名校是十拿九稳。

南京一所名校负责查户
口的老师说，这两位家长的做
法都是违规的，孩子不可能顺
利入学。齐先生的条件与入学
规定相去甚远。刘先生虽说几
乎“合格”，但还是缺了房产
证，而且他自己有房，这是弄

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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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
里面有七八个户口，一户还有

两个户口本。”南京一所名校

参与学区生源摸底调查时碰
到了这样一户家庭，而与此类

似的家庭还有不少。一户家庭
中，往往是老人是户主，然后
儿女都宣称无房，把夫妻俩和

子女的户口都挂在老人家，这
个孙子在上学，另一个孙子又
要报名。有的甚至是第四代
“空挂户”，曾孙的户口挂在
了曾祖父的房子里。由于房产
资料是隐私，通过一般途径根
本查不到，学校没法确认家长

自己是否有房，可分析家长的
职业和收入，没房根本不可

能。于是，学校也在实践中总
结出了多种办法，按身份证号
码在网上查询，从家长的单位
进行了解，如果是从外区迁入
的，就到迁出地进行反查。有
时候也会托熟人去查房产证，
能想的办法都用尽了。

晚上到新生家中家访也
是名校一直采用的方法，但操

作起来很困难。老师们往往利
用七八点的晚饭时间，甚至有

的地方入学矛盾特别突出，老
师们会在夜里十一二点上门，

看看孩子究竟在不在里面住。
但有的家庭一连去了几天都是
铁将军把门，全家都不在，不能
判断是否实际居住在此;有的
家庭连小孩的床都没有，这不
符合在幼儿园阶段孩子就会与
家长分床的习惯;有的虽然全

家都在，可小房里挤上很多人，
明显就是不够住———面对种种
看来奇怪的现象，老师们仍是
很难下一个“空挂”的确切结
论。“家长们现在都知道老师会
家访，有的一过年就干脆住到
挂户口的地方，直到顺利报上

名再搬回家。”一位校长介绍。
有些时候，邻居的一句无心之
言往往会揭示出事实真相，因
为有的孩子压根就没来过，邻
居不认识，也就说明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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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到学校要坐公交车。

要坐好几站呢！”去年，一所小
学新生报名，有一个环节是小朋
友离开父母，和老师自由交谈，

聊一些在幼儿园有趣的事，不少
小朋友随口说出的家庭地址却

与家长提供的材料完全不同，
不说谎的小朋友把家长精心编
织的谎言给戳穿了。一位负责

跟小朋友面谈的老师说，当时
有小朋友说到自己的幼儿园离
家特别远，要坐好几站公交车，
而孩子所述的上车站点在郊
区，离这所小学的车程至少40
分钟，孩子父母报名的材料是
自己无房，报名所用房产证是

孩子爷爷的，就在学校隔壁。

!%&'("

FGH?I)JKL

“被查出来是空挂，家长

也不烦，就是不肯走，坚决不
到别的学校去报名！”一位校
长郁闷地表示，表面上看报名

在五月份就结束了，可有些家
长就是不放弃，在不符合报名
条件的名校报不上，也坚决不
去别的学校报名，他们认为，
没给自己留退路，名校就得
收，不然也不能看着孩子失学
啊。有些家长甚至表示，学校

让交多少钱交多少钱，就是不
走，一定要上。

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位名
校校长介绍，遇到这种故意作
假的家长，学校也有办法应
对。有一位家长明确告诉学

校，自己在外区有房，但是就

是要在这个名校云集的区里
读书，大不了交钱，上限不过

是1.5万元，他掏得起，如果这
所名校不收，区教育局安排，
估计也差不到哪里去。事实
是，如果遇到这样的家长，学
校会做一个统计，把相关情况
上报区教育局，要求家长把孩
子户口迁回自己的房产证地

址和实际居住地，并在相应学
区报名。有些一直不肯回去的
家长，一般要等到临近开学，
区教育局才会统计哪些学校
有空额，作借读处理。区划范
围比较大，孩子到时候安排的
学校可能偏远，而且要算作借

读，可谓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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