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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魏海洋

2月23日，教育部下发的最新中小
学招生政策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要逐
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2020年前
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从教育部排出的时
间表上可以看出，两年内，涉及青岛市区
绝大多数初中的特长生招生将取消，所涉
及的学校数量和考生数量不在少数。而反
观特长生招生本身，变相“掐尖”等现象依
然存在，不少教育界人士表示，这是国家
在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上的一剂
良药。面对突如其来的政策之变，学生、家
长、学校乃至社会作何感想？取消后，各
方又将何去何从？

政策调整将影响不少学生

就青岛本地的招生政策而言，在小
升初和初中升高中这两个升学中，都涉
及特长生的招生，主要是艺术特长、体育
特长和单列的足球后备人才招生。根据
教育部所要求的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各类
特长生招生来看，初中招收小学特长生
将取消，而初升高的政策暂时不会受到
影响。可以看出，此次政策调整，影响到
的初中和学生群体还是不小的。
市教育局局属的青岛实验初中、37

中、39中初中部全部都招艺体特长生，
其中37中还招足球后备人才。而放眼到
数量更大的区市教体局，基本上区属的
所有初中都有特长生招生。根据去年市
南区特长生招生政策，市南区7个初中
共招160名艺体特长生，还有3所初中招
收足球后备人才。李沧区有9所初中招
收150名艺体特长生，还有7所初中招收
210名足球后备人才。
而对于初中数量最多的市北区来

说，所辖初中不仅招特长生，有些初中还
招收特长班。
教育部的这则消息一出，立即引发

热议。而在半岛教育微信公益群里，家长

们各抒己见。有些早早就定下让孩子走
特长之路的家长认为，政策调整非常大，
直接打乱了自己孩子的升学计划。而有
些不打算走特长生之路的家长则表示，
这是促进义务教育公平的一个好方法。
家住市北区的范女士刚看到这个新

闻时，一下子想到自己家孩子咋办。范女
士的孩子在市北区一所小学读五年级，
2019年面临小升初，按照范女士的想
法，她想让孩子走特长生之路，通过书法
或篮球进入优质初中。“按照教育部的时
间表，2020年之前取消，那2019年到底
取消还是不取消。我们五年级的家长非
常盼望青岛的政策及早落地，好让我们
及早准备。”
范女士告诉记者，政策调整对很多

小学生和家长影响很大。“因为据我所
知，很多家长都是提前好几年准备，对照
所意向的初中让孩子学习某一种特长。
政策一取消，那些为了升学而学习的特
长岂不是白费了？”她说，很多家长为了
能够顺利通过特长生招生升入初中，在
小学阶段就让孩子参加考级以及高水平
的艺术等比赛，如果取消了特长生，就没
必要在小学阶段参加考级了，这也将是
一大影响。

个别变味特长招生应叫停

“我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特长生取消，

对大多数初中学校来说‘伤害’不大，因为
大多数初中招收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对一
些招收特长班的初中则有影响。”2月24
日，市区一所初中的校长告诉记者，因为
特长班是整班建制的招生，对于学校整体
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他表示，大多数的初
中都能够按照既定政策，按照规章招收特
长生，并没有所谓“猫腻”，但不得不承认
义务教育阶段招收特长生中，的确存在一
些变了味的招生。
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以往在班

级里挺稀罕的艺体特长生逐渐变得不稀
罕了。“随着家长的逐渐重视，有艺术和
体育特长的孩子越来越多。现在来看，升
入初中的学生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些艺术
和体育的特长。”这位校长说，当学生特
长变得并不罕见，伴随着招收特长生的
初中扩招，有些初中特长生的选拔就变
了味，变成一种变相选拔优生的手段。有
些初中在特长生选拔中加入学业等考
查，将特长生演变为“掐尖”。
此次教育部的通知中表示，将努力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均等。“逐步
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至取消，正是在
促进公平，消除‘择校热’大背景下的举
措。”岛城一位教育界人士认为，不同于
高中和大学教育，义务教育还是要强调
均衡发展，包括城乡和地域的均衡，要让
最广大的群众享受最公平的教育。“在这
种情况之下，取消特长生也是个必然。”
他认为，不仅是义务教育阶段，在初升高

阶段，招收特长生的政策也可能会逐渐
收紧。

对待特长的正确打开方式

课堂有京剧唱词赏析，课间有京剧
操，课后有京剧社团，学校围墙上画着Q
版京剧人物，走廊里有京剧手抄报……
在李沧区李村小学，校园里到处都是传统
国粹的文化氛围，人人都能来上一段。李
村小学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老校，在这
里，老师和同学们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戏
曲国粹的喜爱和学习，滋养身心，美育校
园。让艺术走进所有孩子的内心，真正让
孩子爱上艺术。李村小学校长曲春亮告诉
记者，学校近200名同学参与京剧社团活
动，占全校总学生数的四分之一。
“我们把孩子们热爱表演的天性与
语文、品德、艺术、体育和学校特色社团
课程相结合，聘请青岛京剧院的老师用
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用同学们喜闻乐
见的方式，学唱京剧，得到了全校学生和
家长的大力支持。”曲春亮说，学校把京
剧与各学科教学相融合，还创办了全校
人人参与、人人会表演，集强身、修性、艺
术于一体的京韵操，通过多种形式让孩
子们爱上京剧艺术，从兴趣本身感受艺
术，绝不是让孩子学习一门艺术特长。
对待特长这回事，怎样才是学生和

家长正确的“打开方式”？青岛大学音乐
学院教授王丽娜的女儿是一个典型例
子。女儿胡纯熙目前在意大利的罗马音
乐学院读声乐专业，目标是成为世界一
流的歌剧演唱家。在这所世界一流的音
乐学院学习，将特长发展为终身专业，并
不是父母之命，而是胡纯熙自己的选择。
“小时候我们并没有刻意去培养她，五岁
的时候带她去看芭蕾舞天鹅湖，孩子被
深深地吸引了。”“看她有天赋，我们才给
予她一些指导。初二时才真正开始学习
声乐，将这个定为她的目标。”在学习声
乐的过程中，胡纯熙非常自觉，因为这是
她的兴趣所在，是她所喜欢的事情。即使
到了现在她已经在国际大型声乐比赛中
屡获殊荣，还是刻苦学习，每天背歌剧，
练声进步依然是常态。
和胡纯熙一样，毕业于青岛二中的

胡博文走的也是特长之路，去年以总分
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长号专
业。“走特长之路，通过艺考进入顶尖音
乐学院，并不是刻意而为之，反而是水到
渠成的事情。”

针对取消
义务教育阶段
特长生的变化，
作为家长的您
一定有很多想
说的话。您可以
扫描二维码加
入半岛教育微
信公益群，说出

您的观点，也可以在群里了解更多的招
考政策。

“取消了特长生招生，那些有特长
的孩子到了初中怎么办？培养艺体人才
会不会断层？”一些家长提出了这样的
疑问。对于这个问题，青岛实验初中校
长马林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特长生招
生的初衷是好的，让那些小学就有特长
的孩子能够顺势而为，顺势发展，更快
地成才，更好地成才。而在初中实践当
中，特长生的特长也确实得到了发展，
培养了一批从小学开始的优秀运动员
和表演艺术家，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这并不表明取消小升初的特长
招生后，有特长的孩子就没有了‘用武

之地’，更不能认为这耽误了有特长孩
子的成长。”马林说，从目前初中的办学
水平来看，完全有能力给有特长的孩子
提供成才的土壤和平台，让他们发挥自
己的特长，提升自己的水平。“拿实验初
中来说，我们不仅有高水平的管乐团、
舞蹈团和合唱团，还有20多个社团提
供给孩子们，这都是他们成长的平台。”
“目前来看，义务教育阶段取消了
特长生，家长可以更加心平气和地接受
和选择均衡的义务教育，对家长恰恰是
一种解脱。”马林认为，不管是家长还是
学校，对待孩子特长的培养都一定不要
掺杂功利因素，培养特长要考虑孩子的

喜爱，培养孩子真正的特长。更不能拿
特长升学的借口或是获得一技之长的
借口来逼迫孩子学习，不要揠苗助长。
青岛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王丽娜一

直从事艺术教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她也认为，在对待艺术、体育特长培养
上，一定要把功利心的观点去掉。“艺术
和体育是高素质公民所必需的，更是促
进全民族素质教育的大事。一定要记
住，艺术是生活而不只是学习。”王丽娜
说，从艺术中发现生活之美，感受世界
之美，形成正能量之美，从体育中获得
强健体魄，这才是每个人学习艺术和体
育的落脚点。

特长生不“特”了，怎么“升”？
义务教育阶段特长生两年内取消，专家指出并非不要特长而是摒弃功利心

■声音 特长仍有天地，但艺术谢绝功利
■特长生之变，您有何观点？

李村小学发扬京剧特色，让学生浸润在艺术之中。（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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