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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起，上海民办初中开始网

上报名。看到这条信息，家长刘女士清

楚：“做决定的时候还是来了。”

早在两个月前，刘女士全家就进入了

“升学季”节奏，她根据孩子的学习情况反

复盘算着：女儿就读于一所不错的公办小

学，成绩在班级头部，按当下的中考招生

录取政策，究竟是选择直升对口不错的公

办初中、拼一个“名额分配到校”资格，还

是放手一搏、参加民办初中的摇号？

直到初中放开报名前一晚，夫妻俩仍

在纠结。让他们反复权衡的，除了近年渐

次落地的“公民同招”政策、中考名额分配

综合评价录取政策，今年，民办学校“摇一

代”即将亮相中考考场，也让家长们在选

择时多了几分期待。

在教育综合改革产生组合拳效应

后，为孩子选择一所好学校已不再是过

去按“大一统”标准公式来的选择题。取

而代之，每个“小升初”家庭都要从自己

的实际出发，做好这道为孩子长远成长

考虑的“思考题”。

“摇一代”表现如何，家长
颇为关注

“‘小升初’仿佛是一道计算题，每个

家庭都试图找出最佳方案。”家长中流传

着这一说法。

即将面临“小升初”的学生家长浩浩

爸爸说，如何选择适合的升学线路，不同

层次的五年级学生有不同选择。比如，

小学时成绩排在年级头部的家长最难以

抉择，他们既可以选择参与民办学校的

摇号，也可以选择到公办初中就读。在

公办初中，头部学生的目标是争取中考

时占据一个“名额分配到校”的资格。而

对于成绩中等的学生而言，眼看在公办

初中名额分配到校的竞争中或许不占优

势，则会更倾向于参与民办初中摇号，期

待在初中阶段提升成绩，有机会参与名

额分配到区的竞争。

而对今年的“小升初”家长来说，这种

选择变得更扑朔迷离。因为2018年起，上

海“幼升小”实施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到2020年，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实施

“公民同招”，即“小升初”也首次落实超额

摇号政策，在不挑选生源的情况下迎来新

生源。四年之后的今年，这批学生即将踏

上中考考场，俗称“摇一代”。

“摇一代”表现如何？家长们很关

注。“在不挑选生源的情况下，若民办学

校的学生仍能在中考中表现不俗，则说

明民办学校在教学上更有办法。”浩浩爸

爸表示，这会让倾向选择民办初中的家

长吃下一颗定心丸。反之，则可能让家

长重新在公办与民办的抉择中摇摆。

“这届升学的家长可能是最纠结的，

因为，在中考还没开始前，家长就要报名

做出选择了。”浩浩爸爸说。经几次家庭

会议，浩浩爸爸决定选择一所民办初中

试试运气。

公办初中办学信心提升，
民办初中也铆足了劲

在中考前，网络上所谓的各区“初三

模拟考成绩单”已在家长群中流传。从

一大堆分析帖子看，部分区的头部公办

初中成绩有所提升，这也让有些原本看

好民办初中的家长开始动摇。

沪上一所公办初中校长直言，通过

几次初三模拟考试的表现看，学校部分

头部学生在全区极具竞争力，甚至超过

区内部分民办学校。“这几年，从生源回

流，到从高校引入更多的优质专家和课

程资源，我们的办学信心回来了，也在想

各种办法提升办学质量。”

杨浦区铁岭中学校长葛琛静也感受

到近年来学校生源的变化。她发现，过

去学校对口的小学生源，有不少会选择

去民办初中就读。这两年，生源不断回

流，选择摇号到民办初中的学生大幅减

少，铁岭中学的资优生更多了。“这是一

个正向循环，公办初中办学表现越好，越

能赢得对口学生和家长的心，也让学校

更有办学的动力。”

与此同时，民办初中也铆足了劲。

一位在民办初中任教的老师对记者说：

“圈子里，民办初中心照不宣，‘摇一代’

不容有失。”随着“公民同招”政策落地，

在生源结构变化的前提下，不少民办初

中派出“王牌之师”执教这一年级。也有

民办学校负责人表示，“摇一代”上场也

意味着，民办学校在不挑选生源的情况

下，也能同时享受“名额分配到校”的政

策红利，或许能恢复民办学校昔日的招

生吸引力。

权衡后理性决策，助力学
生成长增值

正值升学季，作为学校高级心理咨

询师和生涯规划指导师，上海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普教所学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枫不时会接到家长的咨询：是选择报

名参加民办摇号，还是对口进入家门口

的公办初中？如果民办摇号没被录取，

有多大可能会面临被统筹和调剂？各校

的办学特色和教学特点是什么？这些问

题让王枫切实感受到，面对“小升

初”，家长们已从最初在民办和公办

初中间做选择题，到如今权衡升学政

策及孩子的特点做“思考题”，决策更

趋理性。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

董圣足说，随着各类教育改革效果不断

释放，当下公办初中的办学积极性正在

提升。民办初中也面临着生源变化的挑

战，倒逼学校必须调整育人方式和课程

方案。“民办初中生源差异增大、公办

初中生源出现回流，各类初中办学的重

点是要通过创新教学方式，在技术赋能

下实现个性化教学，真正教好每一个学

生。”董圣足说。

这一届承上启下的中考，不仅见证

学校格局的重塑，也见证升学态度的变

迁。当下，家长们“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的选择，公民办初中办学动力的激发，都

将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在王枫看来，家长更要进一步思考的是

如何为孩子的成长增值。不仅要考虑学

校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更要思考自家孩

子的成长需要什么，思考如何在初中学

段通过更好实现家校共育，让每一个孩

子成为那个理想中的少年。

上海“小升初”落实超额摇号政策后首批学子即将亮相中考，“公民同招”重塑初中办学格局影响渐显

承上启下“摇一代”，见证升学“选择题”变“思考题”
■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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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已深入社会生活多个角

落，家庭教育如何适应这一时代变革？今天

是国际家庭日，围绕当下热门家庭问题——

“AI时代，如何养娃”，近日，在上海开放大

学举行的一场分享沙龙上，与会专家热议一

个随之而来的新问题：AI挑战下，家庭教育

如何“与时俱进”。

走出传统教育的惯性，为发
展适度“留白”

“以前，很多家长认为，想办法把孩子送

进好的大学，将来大概率会有好工作，会有

幸福的后半生。现在，面对大模型、人形机器

人等AI领域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再优秀的学

生恐怕也无法在AI面前具备明显优势，家长

应为孩子的未来作更多规划与思考。”上海体

育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贺岭峰率先抛出观点。

在贺岭峰看来，当下家长之“难”，首先是

因为传统教育的惯性还在，无论是孩子、家

长，还是老师，都有很多“不得不做的事”；其

次是在不确定的未来，家长既要保护好孩子，

避免过大的压力，又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社会

过得更好，希望在当下“学习更多的本领”。

“对现在成绩好的孩子来说，家长更要

保持一种担忧。这些孩子在传统教育中是

成功者，在学习上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

但他们适应未来世界变化的难度可能比别

的孩子更大。”贺岭峰直言，家长要有一个清

晰的认识：面对未来，擅用AI的孩子肯定会

胜过不擅用的孩子。

那么，如何帮孩子培养AI时代所需要的

品质？在贺岭峰看来，当前，首先要保护好

孩子的好奇心，让他们保持对未知的求知欲

和探索精神。不要“死盯”书本知识，尽可能

给孩子留出自我空间，培植自我提升力，让

他们拥有自己选择未来的机会。“好的家庭

教育要学会为生命留白，为孩子的成长留出

一些空间、时间和机会，没准他就会从直觉、

梦想、想象和灵光一现中获得新的提升。”

面对“网络原住民”，家长也
要“学习、成长”

随着AI技术不断发展，一些工作岗位

开始被AI替代。如何做一个有用的人，需

要时代新解。在心理学博士杨金鑫看来，AI

是整个人类智慧的集合，单个个体很难“打败”AI，但个体的独特

性恰在于独有的生命体验，“相较庞大的学校教育体系，家庭是

最小的教育空间。它灵活、高效，具有高适应性。对天生具有创

造力的儿童来说，家长要在家庭教育中帮助他们释放创造力。”

杨金鑫补充说，从家庭教育视角看，家长要尽可能避免“内

卷”，让孩子减少“同质化竞争”，多让他们参加能释放创造力的

学习和体验，把更多时间用在阅读和思考上。

“此外，家长也要保持良好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多关注当下

的变化。现在的孩子都是互联网原住民，很多网上的新技术和新

工具一出现，孩子们很快就会用了，身为家长，应该陪着他们一起

学习、共同成长。”杨金鑫表示，这是家长特别需要“与时俱进”的。

“AI时代已经在明显改变着学校教育的重点，很多学校的

教学已经从单纯的传道授业，变为越来越关注能力的培养。相

应地，对家庭教育而言，首先要帮孩子培养的能力就是独立自主

的能力。家长无法一直陪伴孩子，要尽早让孩子学会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主，逐渐掌握在生活中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在《开放

教育研究》编辑部主任魏志慧看来，要让一个孩子变“聪明”意味

着两种能力的同时提高：既掌握那些成型的知识，又具备灵活地

解决问题的技能。

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会长王伯军则提醒，在日新月异的

AI时代，一方面家长要抓住机遇，深入了解AI，充分学习和利用

新技术，为孩子创造更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防范

AI带来的风险，更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以更好地应对新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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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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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不仅是娱乐产品，如今它还提

供了一个虚拟世界。”执导筒近40年，著名

导演阎建钢对电视剧有了新认知，“今天的

观众尤其是年轻人把剧集当成对虚拟人生

的一种参与、互动。在互联网世界与剧中人

进行精神交流、观照、比对、评判，已成为当

代青年的一种生活方式”。

昨天，第二十九届上海电视节评委全

名单揭晓，阎建钢继2015年后再度出任白

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在与媒体连线

时，他感慨这是极富变化、急剧变革的9年

时光，社会变迁、行业发展、科技进阶裹挟着

变化扑面而来，国产剧的提质升级也是显

见的。

在本届评委会主席看来，正因为电视剧

越发频繁地参与青年生活，用心用情出精品

已是这一代创作者的新使命。阎建钢心目

中，一部精品的创作既是敏于变的，“要对现

实生活、对社会发展保持敏感度，要对作品

有创造力”；好剧的诞生也应当是笃于行、坚

持长期主义的，这也是某种程度上近年来文

学与影视联姻佳话频传的缘由，“我们需要

像作家那样足够沉淀”。

新科技重塑创作，导演思维
需要融入技术思维

领衔“白玉兰”评选，阎建钢将会同演员

海清、美术指导韩忠、作家/文艺评论员李跃

森、编剧王小枪、导演杨磊、演员尤勇智等评

委共同选出中国电视剧单元各大奖项。他

直言，专业奖项的出炉一如既往会是优中选

优的艰难选择。虽然从绝对值来看，电视剧

的产量较前几年下降，但《繁花》《南来北往》

等好剧不胜枚举。

精品或爆款迭出，阎建钢从中提炼出现

实的能量、技术的力量。“无论网络首播还是

电视台首播，无论长剧、短剧、短视频，一个

显著的特点是关注现实的比例大，制作更

加精良。”同时，互联网与科技形态的进阶

重塑了国产剧的制作面貌和传播方式，“如

今的电视剧品种多样化、类型多维化、参与

大众化”。

“我刷到过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他们的

制作水平真的让人惊讶，有些相当专业，这

足以说明行业的生产力蓬勃旺盛。”视频连

线中，年过六旬的阎建钢满头白发，但从早

年的历史剧《秦始皇》、抗战剧《中国地》、谍

战剧《于无声处》到去年热播的《人生之路》，

他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创作力，对新技术葆有

开放、积极的态度。

今年以来，OpenAI发布文生视频模型

Sora，AI技术不可避免成为全球影视行业高

度关注的话题。阎建钢说：“日新月异的技

术，不仅带来影视制作技术手段的变化，也

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影响。”即便是历史

题材、中国民间传说等题材，在今天新的科

学理论的支撑下，也许都会有新发现，演变

为我们认知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崭新方

式。“一个当代导演，面对今天的世界在作表

达的时候，必须把技术思维从零开始融进导

演思维中，如此才能表达一个多变的世界。”

文学改编并非“二次装修”，
好作品需当代表达

这两年，大量影视剧作品从严肃文学中

攫取养分。曾受“白玉兰”嘉奖的《人世间》、

今年的爆款《繁花》都将文学当作源头富

矿。在阎建钢的创作履历中，去年与观众见

面的《人生之路》改编自路遥小说；下一步，

他还计划改编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

“我非常喜欢文学，是一个文学爱好

者。”他直言，今天的电视剧的创作者不再

像过去那么沉稳，相当比例的作品比较“漂

浮”。由于市场因素，电视剧创作囿于规定

的周期、规定的预算、规定的场景，好及时上

市、收回成本。“因此，过去可以五年、六年、

十年磨一剑，现在很困难了。”讲求效率的创

作生态下，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能弥补电

视剧仓促创作带来的肤浅和漏洞。“文学作

品会给我们提供很扎实的文学基础，这个

基础包括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还包

括作家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一个‘人’的

世界”。

他同时提醒，文学改编并非简单的“二

次装修”，需要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挖掘出

能链接如今观众生活与精神的当代表达。

同一部小说，时隔十年重新打开，读者会有

不同感受，因为时代在变，人也在变。“所以，

改编要把作品的当代价值表达出来，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作品的现实意义何在。”

阎建钢自况为一个网民，他看短视频、

短剧，甚至连广告也不落下。“今天有一部手

机，你就融入了当代，融入了以前不可能涉

及的群体。”他希望自己始终保持对当下生

活的敏锐度，“对现实生活提问的能力，是考

验一个导演是否具备创作力的标准。”

——连线第二十九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评委会主席阎建钢

精品的创作，敏于变而笃于行

■本报记者 王彦

（上接第一版）由上影节发起成立的“一带一

路”电影节联盟现已拥有48个国家的55家机

构成员，今年依托联盟举办的“一带一路”电

影周将聚焦拉美文化，展映则面向长三角。

影视产业有着链条周期长、聚集程度高、

衍生效应强的特点。金爵论坛将以电影行业

领军人物谈拉开大幕，随后，电影发行新生

态、电影与城市发展交融共生、人工智能与电

影等重磅论坛都将为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

建言献策。白玉兰论坛主打融合发展，不仅

设置了“文旅融合”“国际传播”等热点议题，

也将展开“视频超高清化与全媒体的智创融

合”“聚焦媒体新质生产力 AIGC使用与治

理”等新技术下的冷思考。

持续打造阶梯型培育体系，
为新人创造机遇

秉持“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

办节理念，上海国际电影节经过30年积累，

形成了“6+1”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

作为发现和培育新人新作、扶持亚洲新

兴电影力量的竞赛平台，创设于2004年的亚

洲新人单元专注于深耕亚洲影坛、扩大亚洲

电影的国际版图。20年来，该单元挖掘和推

出了一大批如今活跃在行业一线的电影人，

近期热映的口碑作品《年少日记》《乘船而去》

《白日之下》，均为去年亚新单元入围作品。

创设5年的短视频单元今年更名“迷你

电影单元”。该单元目前征集到来自7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部报名作品。报名今

年金爵短片单元的不乏知名导演新作；创投

训练营分两阶段进行，包括6月电影节期间

的培训工作坊，和电影节之后在年末进行的

开发工作坊；电影项目创投征集到380个项

目，其中青年导演项目、创作中项目、国际合

作项目等剧本项目330个，制作中项目50个；

“SIFF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将

在电影节期间公布第三期入选影人。

特别策划“城市 · 光影”，以行
业盛会助力城市发展

影视节的展映展播总能汇聚大众目光。

6月7日中午12时，电影节展映将在淘票票平

台开票。白玉兰优秀节目展播，则通过电视、

网络视频和线下惠民放映的全覆盖形式，让

电视节真正成为家门口有温度的光影盛宴。

本届电影节特别策划“城市 ·光影：庆祝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

展映单元，精选国产新片以及不同时期的上

海题材电影作品，用电影语言展现上海城市

血脉，弘扬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科幻电影周单元挑选电影史经典人工智能题

材影片与近年来的全球新作集中放映。首映

盛典、向大师致敬、华语新风等影迷熟悉的展

映板块将如期上演。电影节放映将在全市

16个区的47家影院进行，这些影院见证了上

海这座城市的更新发展、市民文化需求的增

长与拓展，也展示了这座城市文化发展的新

趋势。

电视节白玉兰优秀节目展播将在线上线

下同步推进。线下惠民放映包括亲子、体育

竞技、国漫、海外热剧等单元系列。届时，包

括中华艺术宫、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书城、

久事美术馆、上海图书馆东馆等16个区约20

个艺术场馆将免费向市民开放展播活动。

6月28日，“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首

次移师临港演艺中心。坐落于全国首个“科

学家社区”城市单元——临港中心的临港演

艺中心，是新片区文化发展的重要配套。当

一年来海内外电视行业的闪耀星光汇聚“年

轻的城、年轻人的城”，2024年上海国际电影

电视节将用一场行业盛宴为新城注入热力。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更开放包容迎世界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中央芭蕾舞团的
《红色娘子军》自首演以来已走过60载岁月，

演出超4000余场。琼花“倒踢紫金冠”的造

型、红军女战士们英姿飒爽的舞姿，以及作

品中多部音乐作品如“万泉河水”“娘子军连

歌”的动人旋律，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

艺术生命力，被誉为中国芭蕾学派扛鼎之

作。明后天，这部经典之作首演60周年巡回

演出上海站将登陆宛平剧院。

一张老照片，一段熟悉的旋律，总能勾

起人们对旧时的记忆。当“琼花”在众多上

海观众儿时的“第二课堂”起舞，是谁的记忆

被唤醒了？建成于1988年的宛平剧院，曾一

度被称作上海中小学、幼儿园的“第二课

堂”。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中，宛平剧院也

在探索如何将《红色娘子军》这一经典作品

更好地呈现给当代观众。为此，宛平剧院与

中央芭蕾舞团携手，将剧中“琼花”“洪常青”

等经典形象，以及“娘子军”角色舞台服装搬

运至上海，于剧院大厅精心构建起一个沉浸

式的打卡空间，让每一位步入剧院的观众都

能身临其境，感受那份坚韧不拔的“娘子军”

精神和独特的历史风貌。同时，剧院还深入

探索《红色娘子军》这部将西方古典芭蕾的

精髓和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有机结合的作品

内核，提取剧中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舞蹈动

作与歌曲元素，并在剧目之外匠心独运地策

划了一系列互动体验活动：推出开展芭蕾工

作坊和声训工作坊、将熟悉的旋律带入老年

大学、演出当天开放芭蕾基训观摩。一系列

文化活动的推出，对《红色娘子军》进行多维

度、深层次的挖掘与呈现，宛平剧院正以其

独有的方式，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生活图

景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续写着艺术创新与

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演出激活了上海城市历

史文脉中的红色基因，牵出与“娘子军”之间

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上海电影制片厂出

品的影片《红色娘子军》于20世纪60年代风

靡全国。此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

被拍摄成电影，主演千挑万选选中了来自上

海的第二代“琼花”，25岁的薛菁华凭借电影

大银幕中“倒踢紫金冠”，定格了中国芭蕾史

上的经典一幕。

走过  载，中芭《红色娘子军》全国巡演抵沪

中芭《红色娘子军》自首演以来已走过60载岁月，演出超4000场。（宛平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