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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在后来的视频中一再解释
双胞胎女儿在家学习只是因为孩子
（三个娃）一年生病了 11 次（大病 3
次，小病 8 次），老婆杨云照顾孩子
也累得不行，曾四个通宵没法睡觉，
所以才决定让孩子们请假回家调养
身体，选择请私教弥补功课。等孩
子身体恢复好了，还是会回归学校。

孩子总是生病，就应该请假在
家学习吗？记者采访了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中医儿科
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卢焯明，他从
健康角度给出了他的看法。

第一，很多经呼吸道传染的传
染病如流感、新冠，经接触传染的传
染 病 如 手 足 口 病 等 都 会 容 易 在 学
校、幼儿园等群聚场所传播，不上学
减少接触确实能减少这一类疾病传
染。

第 二 ，传 统 中 医 理 念“ 正 气 存
内，邪不可干”，人体自身有免疫力，
即使接触了病毒也不一定发病。所
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自己才
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提
升孩子的免疫力才是关键。而提高
特异性免疫力的主要手段是疫苗，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减少流
感相关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

第三，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力的
手段还有传统中医手段，比如有的
医院会有专门的防感香囊，防感药
浴及沐足，增强体质的耳穴贴压，还
有根据小朋友体质辨证开方的中医食
疗。当然还有一些调节免疫的西药。

第四，增强孩子免疫力还包括
平时生活方式的调节，比如加强体
育锻炼、保证充足睡眠、营养均衡、
适当佩戴口罩等。

总之，在家学习减少接触，切断
了传播途径，确实可以减少感染性
疾病的发生，但需要留意没有社交
导致心理疾病发生的可能。毕竟快
乐童年、社交能力的培养、集体成长
等也是孩子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

中考 686 分，却被录取分数线 728
分的华附录取？42 分的“羊毛”是如何

“薅”来的？今年特长生招生政策大
变，怎么办？自主招生怎样跟学校“看
对眼”？

中考政策看不懂“蒙查查”，是每
届初三家长的痛。

6 月 1 日~5 日，广州中考将填报志
愿。中考成功“上岸”一半靠分数，一
半靠志愿填报。

广州中考志愿填报有哪些门道？有
怎样的规则、攻略、隐藏秘籍？从中考倒
推幼升小、小升初，须做好哪些选择？

孩子拼分数，志愿考家长！家长们
如何在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临阵
磨枪”？

3 月 22 日，羊城晚报 2024 年“咩宝
问中考·蒋隽说升学门道”第二期直
播，资深教育记者将详解幼升小、小升
初、初升高的那些“门道”。

3 月 22 日 20:00，直播间等你来！

杨威在社交平台上传视频
分享了和双胞胎女儿在家里的
生活日常。他称，因为孩子去
年生了好几场病，于是决定让
双胞胎女儿暂时不去学校上
学而在家学习。视频中杨威介
绍，孩子们在家上私教，老婆杨
云担任班主任一职，她还制定
了一份专属课表，每一类课程安
排一位家教老师，有的课程安排
在家里，有的则安排在公司会议
室，杨威则担任司机和后勤。杨
威称，因为是一对二教学，所以老
师讲课也更细致了，小到笔顺写
错了都能揪出来。“一堂课下来，
感觉（孩子们）学习效率提高了不
止一个档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确实
有很小一部分家长不满意学校
的教学进度，让孩子请假甚至
休学在家，自己请老师在家对
孩子进行针对性的一对一教
学，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为了

升学需要，在家上学的案例会
更集中和明显。

“家长眼光要放长远些，在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成绩只是
其中的一小部分，健全人格的
培养才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关
键的，而健全人格的培养单靠
家庭教育是不行的。”广州市花
都区秀全街和悦小学校长陆常
波表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他非常坚定孩子一定要接受正
常的学校教育。“尽管在某些特
定情境下，家庭教育看似可行，
但从长远和广泛的视角来看，学
校教育无疑更符合孩子全面成
长的需求。”他进一步解释道：

首先，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
的场所，更是培养孩子社交能
力的熔炉。在这里，孩子们通
过集体生活学会交流沟通、合
作解决问题，这些是家庭难以
提供的经验和技能。而性格的
塑造和心理健康的成长也离不

开同龄人之间的互动和比较。
其次，家庭教育的局限性在

于知识和经验的单一性。父母
虽然可能精通某些领域，但无
法涵盖学校教育中的多样化学
科和视角。学校的多元环境能
够拓宽孩子的视野，让他们接
触到社会的不同层面，为未来
融入更大的世界打下基础。

再者，家庭作为参照系，其
评价标准往往较为单一，缺乏社
会共性。在学校中，孩子可以通
过与众多同学的比较，更好地发
现自身的优点与不足，从而激发
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此外，当父母成为孩子的
“老师”，这种角色的重叠可能
会对孩子的社会定位造成错
觉，导致他们对社会角色的理
解产生偏差。而学校则提供了
一个更为中立和专业的教学环
境，有助于孩子形成准确的世
界观和自我观。

在家上学不仅不利于塑造
孩子健全的人格，还涉嫌违法。
教育部于 2017 年发布的《关于
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的通知》中曾提到，适龄儿
童、少年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入学接受
义务教育的，学校及教育部门要
立即落实失学辍学学生劝返、登
记和书面报告责任。对于因身
体健康等原因确需缓学的，父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向县级教
育部门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
缓学，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

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后来杨威通过视频回应双

胞胎女儿在家上学实属很无奈，
他表示并不建议大家效仿，只是
分享培养孩子学习的心得，等孩
子身体恢复好了，还是会回归学
校。陆常波提醒家长，社会名人
的选择不应成为普通大众效仿
的对象。“此次奥运冠军杨威让
孩子在家上学这个事情，包括
之前郑渊洁让儿子辍学在家自
学的事情等，像这样的社会名
人采取的育儿方式，即伪精英
化的教育，普通大众是需要防

范的。所谓的精英教育并不是
说我在家里请一个老师或者我
自己来教，把我所谓的对教育
的理解，在我孩子身上作为实
践作为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片
面的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伪精英教育，这种教育是不值
得提倡和尝试的。个案的成功
不能代表全部，每个家庭都应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我们不能
忽视的是，教育的目的在于帮
助孩子认识自己、提升自己，实
现自我价值，而非单纯追求知
识的积累或技能的掌握。”

健全人格的培养才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

社会名人的选择不应成为普通大众效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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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羊毛”怎么薅
特长生怎样录取

22日晚8时看直播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孩子总是生病
就应该请假在家学习？

近日，原中国体操运动
员、奥运冠军杨威让双胞胎女儿

在家上学的事情冲上热搜，网友们
对此事议论纷纷。羊城晚报官微对

“在家上学”现象发起了投票，超 3000
人参与投票，结果显示，43.83%的网友
表示，在家上学“不太好，孩子缺少了
社交”，17.56%的网友表示，“挺好
的，学习效率更高了”。记者采访
了校长和医生，他们均表示在
家上学弊大于利，家长对

此要慎重。

名额分配录取分数线
前十学校

“名额分配”简单理解，就是优质高
中将50%的招生指标，随机平均分配给
全市的初中，让考生以该校过往三年录
取平均分降低40分的成绩录取。

政策规定，有名额分配资格的普高
是广州市公办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和
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2023 年有名额
分配资格的高中有87所学校（校区）。

根据各校过往三年的录取分数，羊
城晚报记者计算了今年中考各校名额分
配批录取分数线（见左图），从高到低排
序前十位的学校/校区分别是：广州大学
附属中学691分、广州二中687分、广东
实验中学 686分、广雅中学（本部校区）
684分、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683分、
执信中学（执信路校区）681 分、执信中
学（天河校区）679分、广州六中679分、
铁一中学（番禺校区）674 分、广雅中学
（花都校区）673分。

70所学校
名额分配分数线将上升

数据显示，今年70所学校（校区）名
额分配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上升，占
比 80.5%；17所学校（校区）名额分配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会下降。需要注意的
是，如果名额分配录取分数线低于普高
线，则以普高线为录取分数线。

2024 年名额分配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涨幅最大的十所学校分别为：番禺
区石碁中学 534 分，涨 29 分；番禺区南
村中学 512 分，涨 22 分；第八十六中学
638 分，涨 19 分；番禺区石北中学 507
分，涨17分；广东华侨中学618分，涨15
分；广州协和学校618分，涨15分；广州
一中616分，涨 15分；广州三中625分，
涨 15 分；海珠外国语实验中学 622 分，

涨15分；番禺区象贤中学622分，涨15分。
2024 年降幅最大的十所学校分别

为：广州彭加木纪念中学 540 分，降 15
分；白云区广州空港实验中学542分，降
12分；花都区新华中学558分，降12分；
南沙东涌中学543分，降12分；增城区高
级中学534分，降12分；增城区新塘中学
545 分，降 12 分；增城区荔城中学 518
分，降 12 分；番禺区洛溪新城中学 534
分，降11分；花都区圆玄中学545分，降
11分；从化区流溪中学545分，降11分。

名额批完成率大涨10%
填好第一志愿

近年来，中考人数持续攀升，名额批
录取分数又降低40分，家长和考生都意
识到，尽量在名额批录取，不要陷入竞
争更激烈的第三批次。

从2023年的情况来看，填报名额分
配志愿的考生有 66387 人，名额批录取
22597 人 ，计 划 完 成 率 约 93.32% ，较
2022 年增加 3186 人，大幅提升超过 10
个百分点。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43
所（54 个 校 区），提供名额分配计划
16262个，录取15374人，计划完成率约
94.54%，较 2023 年提高 8.13%；市示范
性普通高中 24 所，提供名额分配计划
5957 个，录取 5657 人，计划完成率约
94.96%，较 2022 年提高 14.8%；非示范
性省一级普通高中 9所，提供名额分配
计划1996个，录取1566人，计划完成率
约 78.46%，较 2022 年提高 21.17%。广
州三中等5所普通高中名额分配计划完
成率达100%。

2023 年名额分配计划录取的考生
中，录取分数低于普通高中第三梯度投
档控制线635分的有6031人。

此外，名额分配可以填报3个志愿，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是，2023年在名额分
配录取的考生中，第一志愿录取比例达到
81.91%。所以说，第一志愿非常重要。

广州中考：
八成学校名额分配分数线将上升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实习生 焦枫格 张慧

2024 年广州中考即将填报志愿，
名额分配是最大的“福利”，没有之一。
今年各校名额分配分数线是多少？哪
些学校升高、哪些降低？2023年中考，
名额批完成率大涨10%，第一志愿录取
比例达到81.91%。所以填好名额批第
一志愿非常重要。

广大附中 685 691
广州二中 684 687
华附 683 683
省实 682 686
执信中学（天河校区） 679 679
执信中学（执信路校区） 678 681
广雅中学（本部校区） 677 684
广州六中 674 679
广雅中学（花都校区） 671 673
铁一中学（越秀校区） 664 671
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665 674
铁一中学（白云校区） 660 666
华侨中学 603 618
协和学校 603 618
天河外国语学校 668 666
广州中学 657 660
广州五中（校本部） 652 658
南武中学（校本部） 636 643
广州七中 646 650
广州十六中（校本部） 659 658
真光中学（校本部） 647 646
玉岩中学 648 660
广州八十六中 619 638
广东仲元中学 656 662
培英中学（白云新城校区） 623 637
花都区秀全中学 627 634
南沙第一中学 570 571
从化区从化中学 579 576
增城区增城中学 610 612

学校

名额分配录取最低控制线
2023年 2024年

？

“学校有课，但实习机会难得”

开学伊始，不少大学生发现，身边有不少已
经实习或者正在实习的同学。有关调查也显示，
在学校统一规定了实习时间的情况下，不少同学
选择在大一大二就自行安排实习，近一半的受访
在校生在大一大二阶段已有实习经历，但不少人
在自行联系实习时都遇到过课程与实习存在冲
突的问题，有时甚至因此放弃课程。那么，我们
应该怎样看待“提前实习”？同学们又该怎样应
对课程与实习的冲突呢？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黄晓晗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黄同学
表示：“我觉得只在学校上课，缺
少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结合，就想
着去外面见识一下，同时也担心
如果按部就班等大四再实习可能
竞争会很大，提前去实习，有经验
的话到大四会有优势一些。”此
外，他表示，老师们也鼓励同学们
在寒暑假进行实习，注重理论和
实践的结合。

广州大学的林同学曾做过一
份有关新媒体运营的实习，在她
看来，尽管学校会在大三下学期
或者大四上学期统一安排实习，
但提前实习也有益处。“可以帮助
我们提前熟悉公司工作，更了解
公司对人才和技能的要求，让我
们在实习中发现自己喜欢哪些岗
位。我们回学校后也会在提升和

锻炼自己的方面更有动力。”
不过，来自深圳大学的张同

学表示，他并没有选择在学校安
排的实习时间之前进行实习，“有
过实习的想法，但我是转专业的，
要补上前面没上的必修课，平时
不是很有空。”此外，他还认为，在
专业课程还没上完的情况下去实
习，有些过早。

可以看到，不同专业的同学对
于“提前实习”的看法各异。选择
提前实习的同学更多考虑到锻炼
实践能力和丰富自身履历的需要；
而在专业性要求更高的一些专业，
同学们则更多地考虑先扎实学习
好理论知识。当然，无论是什么专
业，等到学校统一安排的时间进行
实习都不迟，是否提前实习更多看
专业的需要和个人的选择。

提前自行联系实习，不可避
免地要面对自身实习与学校课程
冲突的问题。对此，同学们的解
决办法也不尽相同。

华南师范大学的张同学最近
正在家中进行线上的实习，提及
课程与实习的冲突，她坦言，“身
边很多同学都在实习”，但由于实
习对于坐班和时间等的要求，有
直接“放弃上课”的。

而在广州大学的林同学看
来，课程和实习在时间上的冲突
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提前和公司
商量，尽量保证可以在自己空闲
的时间去实习，如果实在有冲突
的话还是要以学业为主，如果因
为实习导致期末成绩不好，感觉
是得不偿失。”

华南农业大学的张同学同样

表示“不会为了实习而放弃课
程”，当假期的实习延伸到开学，
她会选择尽可能请假或者调开自
己的课程，做到两者兼顾，如果做
不到，她也是更多偏向于先完成
课业。

实际上，“如果是学校安排的
实习，一般会作为一门课程设置
在人才培养方案当中，具有一定
的学分要求，也是按照实习教学
大纲的要求进行的，具有一定规
范性和课程标准，一般不会与其
他课程冲突。”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教务处处长杜灿谊教授指出，当学
生自行联系的实习与教学计划中
的课程出现冲突时，“学生可以和
实习单位协商，看是否可以调整实
习时间；同时实习应尽量利用课余
时间或节假日时间来完成。”

那么，大学生从什么时候开
始实习比较好？

对于这个问题，同学们有不同
的看法。华南农业大学的张同学
表示，早一些开始实习，一方面能
够提前感受自己专业的就业方向，
更加明确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
对于准备本科毕业后便工作的她
而言，多一些实习经历能够让自己
在秋招中更有优势。有同学则表
示，太早实习特别是大一就开始实
习的话，很多时候除了打杂学不到
很多东西，而在本该注重理论学习
的大学直接放弃课程去实践，是
本末倒置的表现。

“大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实习
其实是不太必要的。”杜灿谊表
示，“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实
习应当是学生在接受过专业课程
学习和训练，具备一定专业基础

知识与综合能力后，在大三大四
阶段再进行。因此学校在制定人
才培养方案时，一般会在大一阶
段安排专业见习，让学生对自己所
学的专业与行业产业的情况有初
步了解，到了大三大四阶段再开展
专业实习，学生在实习岗位中能更
好地运用起所学的专业知识，达到
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目的。”

“当然，大学是学生个性发展
与自由探索的阶段。”杜灿谊表
示，部分学生可能想提前进行一
些各类形式的实习活动，去接触
自己感兴趣的方
向，为将来的职业
规划做好准备，这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学生要做好学
业与实习之间的
平衡。

课程和实习的冲突可以避免

以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目的

怎样平衡？

实 习 是 人 才 培 养 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了
解社会、接触生产实际，
获取、掌握生产现场相关
知识的重要途径。作为
学生，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合适的实习呢？杜灿谊
给出了以下四点建议：

首先，要明确实习目
标。学生应当先思考自
己想通过实习获得哪些
方面的成长，积累什么样
的经验与技能，再去有针
对性地选择实习岗位。

其次，要关注与所学
专业的相关性。选择与
专业相关的实习岗位，不
仅是对所学知识的检验
和运用，更能够在求职阶
段大大提升自己的竞争
力，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要对实习单位与岗

位做好充分的了解。”杜
灿谊提到，如今实习招聘
信息鱼龙混杂，学生自行
安排的实习一定要注意
对网上信息进行甄别，了
解 意 向 单 位 的 背 景 、规
模、行业地位以及在实习
生培养方面的口碑等等，
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
进行实习。

最后，还要考量实习
机会与自身情况的匹配
程度。例如实习地点、工
作时间、实习报酬等是否
与自己的要求或实际情
况相匹配，选择条件合适
的实习机会能够让学生
减少后顾之忧，从而更好
地完成实习任务。

是否“提前实习”看个人需求

大学生应该

支
招

如何选择合适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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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