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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中小学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

张沈生ꎬ李　 璇ꎬ吕振瑛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以沈阳市中小学资源配置及其周围住宅的相关数据为基础ꎬ构建了沈阳市

住宅特征价格模型ꎬ测算了沈阳市中小学教育资源对住宅价格的整体影响ꎬ并分析

了中小学教育资源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ꎬ以期促进沈阳

市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ꎮ

关键词:义务教育ꎻ资源配置ꎻ住宅价格ꎻ特征价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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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ꎬ家长对于

子女的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１]ꎮ 然而ꎬ目前

沈阳市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并不均衡ꎬ校际间

的差异很大ꎬ在实施就近入学政策后ꎬ大多数

人倾向于选择优质中小学学区中的住宅ꎬ这
使得学区房价格持续增长ꎬ义务教育资源对

住宅价格的影响越发明显[２ － ３]ꎮ 分析沈阳市

中小学教育资源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方式和影

响程度ꎬ对于解析优质中小学学区内住宅价

格上涨现象、促进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都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一、沈阳市中小学与住宅的选取

笔者选择的实证研究区域是沈阳市 ５ 个

中心城区ꎬ包括铁西区、大东区、和平区、皇姑

区和沈河区ꎮ 作为沈阳市较早开发的地段ꎬ
这 ５ 个中心城区拥有发展更为成熟的房地产

市场、较为活跃的二手房交易市场、十分齐全

的公共设施配套和相对较小的邻里特征差

异ꎬ住宅价格数据相对较全[４]ꎮ 因此ꎬ将这 ５
个区域作为研究范围ꎬ能够使样本更具有代

表性ꎮ

本研究采用学校口碑评价分数作为样本

中小学质量划分的基础ꎬ学校口碑评价分数

选取了 ５ 个指标的综合得分ꎬ分别是师资力

量、教学特色、教风师风、升学走向和环境设

施ꎮ 根据网上的评价分数可将沈阳市中小学

分为 ３ 类:将评价分数较高的中小学划分为

一类学校ꎬ并将其学校质量评定为 ３ 分ꎻ将评

价分数一般的中小学划分为二类学校ꎬ并将

其学校质量评定为 ２ 分ꎻ将评价分较低的中

小学划分为三类学校ꎬ并将其学校质量评定

为 １ 分ꎮ 为了保证评定结果的准确性ꎬ通过

咨询各城区中小学招生工作人员及社区居

民ꎬ对评定结果进行了修正ꎮ 另外ꎬ距中小学

的距离变量通过使用百度地图测量住宅到对

应中小学的距离进行量化ꎮ
在此基础上ꎬ将沈阳市 ５ 个中心城区的

中小学学区划分方案内的所有中小学分为 ３
类ꎬ从每个城区的 ３ 类小学中每类抽选 ３ 所

小学作为样本小学ꎬ由于小学的学区范围小

于初中的学区范围ꎬ因此ꎬ以各样本小学的学

区为界限ꎬ选择样本小学学区内 ４ 个住宅小

区作为样本小区ꎬ再从各个样本小区中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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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套面积不同的住宅作为样本住宅ꎮ 尽量做

到小区位置均衡分布在学区之中ꎬ包含各个

档次、不同风格的小区ꎬ使样本具有客观性与

代表性ꎮ 根据学区划分方案ꎬ住宅小区与中

小学呈一一对应关系ꎬ将选出的样本小区所

对应的初中作为样本初中ꎮ

二、沈阳市住宅特征价格模型的构建

１.模型的选择

本研究选用线性函数形式ꎬ以便直观地

测算义务教育资源对住宅价格的影响ꎮ 其

中ꎬ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代表相应变量的隐

含价格ꎬ即住宅的某一特征变量每变动 １ 个

单位ꎬ住宅价格随之变化的量[５ － ６]ꎮ 研究设

定的住宅特征价格模型的函数式为

Ｐ ＝ ａ０ ＋ ∑ ａＨｃＨ ＋ ∑ ａＮｃＮ ＋ ∑ ａＬｃＬ ＋
∑ａＳｃＳ ＋ ε (１)
式中:Ｐ 为住宅单价ꎻａ０ 为常量ꎻａＨ 为住宅建

筑特征变量的系数ꎻｃＨ 为住宅建筑特征变

量ꎻａＮ 为邻里特征变量的系数ꎻｃＮ 为邻里特

征变量ꎻａＬ 为区位特征变量的系数ꎻｃＬ 为区

位特征变量ꎻａＳ 为教育特征变量的系数ꎻｃＳ

为教育特征变量ꎻε 为随机干扰项ꎮ
２.住宅价格模型变量的确定

基于国内外的文献总结ꎬ把影响住宅价

格的特征变量分为以下 ４ 个:区位特征变量、
建筑特征变量、邻里特征变量与教育特征变

量ꎮ 由于主要考察义务教育资源对住宅价格

的影响ꎬ因此将教育特征变量单独列出ꎮ
(１)住宅价格变量的选取

目前关于住宅价格的特征价格模型研究

中ꎬ住宅价格变量作为因变量ꎬ主要包括以下

两种类型:挂牌价和市场成交价ꎮ 中介挂牌

价格的相关数据可以从专业房地产中介机构

的门户网站中获取ꎬ且因为数据需要在网上

公示ꎬ所以具备一定的权威性ꎮ 新建商品楼

盘相对于二手房来说ꎬ数量较少ꎬ难以达到研

究所需样本的数量要求ꎬ且新建住宅的学区

范围暂不确定ꎬ为获取入学资格而购买二手

房的现象在沈阳较为普遍ꎬ因此ꎬ本研究采用

了沈阳市二手住宅挂牌单价作为因变量进行

相关研究ꎮ
(２)教育特征变量的选取

由于本研究针对的是教育资源配置对于

住宅特征价格的影响ꎬ因此将教育资源特征

单独列出进行研究ꎮ ①学校质量特征ꎮ 考虑

到就近入学政策ꎬ家长若想子女获得某校的

入学资格ꎬ就必须在公办学校的招生片区范

围内居住ꎮ 小区是否属于学区划片范围ꎬ将
直接影响房价的起伏ꎬ学校教学水平越高ꎬ所
在学区的住宅预期价格就越高ꎬ为了孩子可

以接受更好的教育ꎬ家长也情愿承担更高的

费用[７]ꎮ ②学校距离特征ꎮ 若住宅处于学

校附近ꎬ那么不仅可以节约学生上学的交通

时间和成本ꎬ也便于家长接送子女[８]ꎮ 因

此ꎬ住宅距离学校越近ꎬ其预期价格就越高ꎮ
(３)区位特征变量的选取

住宅的区位即住宅在城市中的空间位

置ꎬ包括以下两点:一是指住宅的具体位置ꎬ
二是指住宅与其他事物的相对位置ꎮ 区位特

征主要反映住宅是否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ꎬ
交通网络是否发达和日常生活配置是否完备

等[９]ꎮ 区位特征包括以下因素:①小区所处

环线位置ꎮ 目前沈阳由中心向外有 ４ 条环

线ꎬ位于一环以内的住宅离市中心较近ꎬ价格

相对较高ꎮ ②周边地铁站点数量ꎮ 住宅项目

若临近地铁站点ꎬ会成为住宅项目的重要卖

点ꎬ因此ꎬ地铁站点对周边的住宅价格有正向

促进作用ꎮ 本研究涉及沈阳市地铁一号线、
二号线、九号线以及即将开通的十号线的站

点ꎮ ③周边公园数量ꎮ 公园的景观和休闲设

施有利于提升周边住户的生活质量ꎬ因此ꎬ公
园对临近住宅的价格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④周

边大型商场数量ꎮ 城市中的大型商场一般处

于繁华路段ꎬ且包括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

多种功能ꎬ因此ꎬ大型商场对临近住宅的价格

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⑤周边公交站点数量ꎮ 沈

阳市公交系统较为发达ꎬ拥有数百条线路ꎬ且
运营时间长ꎬ间歇周期较短ꎮ 公交是市民目

前普遍采用的出行方式之一ꎬ人们对于公交

的依赖程度也较高ꎮ 住宅附近公交站点越

多ꎬ意味着小区居民乘坐公交车出行越方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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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成本越低ꎬ因此ꎬ住宅小区周边的公交站

点数量对住宅价格有正向促进作用ꎮ
(４)邻里特征变量的选取

住宅的邻里特征主要反映住宅周边的情

况ꎬ即附近环境质量的优劣、服务设施的规模

大小和完善程度等[１０]ꎮ 邻里特征包括以下

因素:①小区绿化率ꎮ 小区绿化率是小区绿

化垂直投影面积与小区总用地面积的一个比

值ꎬ是一个小区生态环境的重要评价指标ꎬ一
般来讲ꎬ小区绿化率越高ꎬ小区内的植被越

多ꎬ生态环境越好ꎬ住户的生活品质也越高ꎮ
因此ꎬ一般情况下绿化率与住宅价格呈正相

关ꎮ ②小区物业服务费ꎮ 物业服务费包括物

业运营费用与管理费用ꎬ可以反映住区的物

业服务水平ꎬ物业服务水平越高的小区其档

次也越高ꎮ 因此ꎬ物业费与住宅价格呈正

相关ꎮ
(５)建筑特征变量的选取

建筑特征即为住宅的开发特征和住宅自

身设计、结构等方面的属性ꎬ建筑特征不仅能

对人们的住宅需求产生直接影响ꎬ也会使得

住宅价格形成差异性[１１]ꎮ 住宅的建筑特征

包括以下因素:①住宅面积ꎮ 住宅面积的增

加使得居民拥有更多的生活空间ꎮ 一般来

讲ꎬ住宅建筑面积越大ꎬ住宅价格相对就越

高ꎬ但是也存在住宅面积增大、住宅单价反而

降低的情况ꎬ因此ꎬ住宅面积对住宅价格的影

响未知ꎮ ②房龄ꎮ 住宅的房龄一旦增加ꎬ就
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维修费用ꎬ此外ꎬ房龄

越久的住宅在户型方面也存在越多的缺陷ꎬ
暖通系统和电力系统等性能也会有所下降ꎮ
因此ꎬ住宅房龄与住宅价格呈负相关ꎮ ③住

宅朝向ꎮ 住宅的朝向对住宅价格会产生间接

影响ꎬ就我国北方地区的住宅而言ꎬ住宅南北

通透或卧室南向更有利于通风和采光ꎮ ④住

宅楼层位置ꎮ 住宅所处楼层也是影响住宅价

格的一个因素ꎮ 一般来说ꎬ高层住宅比多层

住宅的价格高ꎬ但是因为需要使用电梯ꎬ使得

住宅的公摊面积增大ꎬ物业管理费相对也要

高一些ꎬ因此ꎬ住宅所处楼层对于住宅价格的

影响未知ꎮ ⑤住宅装修程度ꎮ 住宅的装修程

度直接影响住宅的舒适性ꎬ部分住宅的装修

费用占其价格的很大比例ꎮ 因此ꎬ住宅装修

程度越高ꎬ其预期价格就越高ꎮ 本研究将装

修质量分为 ４ 个等级:精装修、中装修、简装

修、毛坯ꎮ
通过上述分析ꎬ共选出了 １６ 个住宅特征

变量作为自变量ꎬ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住宅特征变量

序号 特征分类 变量名 相关性

１ 住宅面积 未知

２ 房龄 负相关

３ 建筑特征变量 住宅朝向状态 正相关

４ 住宅楼层位置 未知

５ 住宅装修质量 正相关

６ 小区所处环线 负相关

７ 周边地铁站点数量 正相关

８ 区位特征变量 周边公交站点数量 正相关

９ 周边公园数量 正相关

１０ 周边商场数量 正相关

１１
邻里特征变量

小区绿化率 正相关

１２ 小区物业费 正相关

１３ 小学质量 正相关

１４
教育特征变量

中学质量 正相关

１５ 距小学距离 负相关

１６ 距中学距离 负相关

三、沈阳市中小学资源配置对住宅价格

影响的测算及分析

１.拟合度与显著性分析

为了逐步删减显著性不强、没有明显经

济意义的统计变量ꎬ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样

本数据处理ꎬ逐步回归ꎬ最终进入模型的 １２
个特征变量有物业费、小学评分、中学评分、
装修评分、所处楼层评分、绿化率、朝向、
１ ｋｍ内地铁站点数、１ ｋｍ 内商场数、１ ｋｍ 内

公交站点数、距中学距离和房龄ꎬ其余变量均

已被剔除ꎮ
由表 ２ 可知ꎬ住宅特征价格模型的复相

关系数 Ｒ 为 ０ ７１９ꎬ判定系数 Ｒ 方为 ０ ５１７ꎬ
调整 Ｒ 方为 ０ ５１１ꎮ 这代表整个方程的拟合

度较好ꎬ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较

强ꎬ模型的解释比较有说服力ꎮ
由表 ３ 可知ꎬ回归方程方差分析 Ｆ 检验

的值为８８  ０８ ꎬ相应的Ｓｉｇ  值为０ ꎮＳｉ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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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模型回归结果

Ｒ Ｒ 方 调整 Ｒ 方
标准估计

的误差

Ｄｕｒｂｉｎ －
Ｗａｔｓｏｎ

０ ７１９ ０ ５１７ ０ ５１１ ２ ８５７ ７１４ ０ ７９２

小于 ０ ０１ꎬ代表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ꎬ该模型拒

绝所有偏回归系数是 ０ 的假设ꎬ也就是说ꎬ该
模型整体上呈现线性显著ꎬ模型中的全部住

宅特征变量和因变量(住宅单价)之间的线

性关系均呈现显著性ꎮ
表 ３　 模型方差分析结果

模型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回归 ８ ６３２Ｅ９ １２ ７ １９３Ｅ８ ８８ ０８ ０
残差 ８ ０６０Ｅ９ ９８７ ８ １６６ ５２８ ４５７

　 　 由表 ４ 可知ꎬ在该模型内ꎬ全部变量的回

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值都小于 ５％ ꎬ这代表回

归方程里相应的偏回归系数呈现显著性ꎮ 检

验结果表明小学评分、中学评分、装修评分、
所处楼层评分、绿化率、朝向、１ ｋｍ 内地铁站

点数、１ ｋｍ 内商场数和 １ ｋｍ 内公交站点数、
距中学距离、房龄 １２ 个特征变量以及常数项

的偏回归系数检验的 Ｐ 值(Ｓｉｇ )都在 ０ ０５
之内ꎬ可以认为其偏回归系数均不为 ０ꎬ具有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ꎬ均可归到最终的回归模

型里ꎮ 经过显著性水平检验ꎬ表明该模型在

统计上对样本数据的拟合有意义ꎬ回归方程

有效ꎮ
表 ４　 模型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ｔ Ｓｉｇ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ＶＩＦ

物业费 ２ ９１７ ２６５ １７７ ９９０ ０ ５６６ １６ ３９０ ０ ０ ４１１ ２ ４３５
小学评分 １ ２８０ ４１０ １２９ １３７ ０ ２５４ ９ ９１５ ０ ０ ７４７ １ ３３９
中学评分 ９６２ ０７９ １３０ １９１ ０ １８９ ７ ３９０ ０ ０ ７５１ １ ３３２
装修评分 ６２８ ０２５ １１１ ６８９ ０ １３２ ５ ６２３ ０ ０ ８８３ １ １３２
所处楼层评分 － ６３０ ６１１ １１８ １７４ － ０ １２２ － ５ ３３６ ０ ０ ９４１ １ ０６３
绿化率 ４５ ６８７ １０ ６９４ ０ １１６ ４ ２７２ ０ ０ ６６０ １ ５１４
朝向 ４８９ ６８６ １４３ ２３５ ０ ０７７ ３ ４１９ ０ ００１ ０ ９６３ １ ０３８
１ ｋｍ 内地铁站点数 ５３９ ６４６ １１０ ５３４ ０ １２６ ４ ８８２ ０ ０ ７３２ １ ３６６
１ ｋｍ 内商场数 ２６８ ３８５ ６４ ０１０ ０ １０７ ４ １９３ ０ ０ ７４７ １ ３３９
１ ｋｍ 内公交站点数 ２１８ ０８５ ７３ ８０８ ０ ０７０ ２ ９５５ ０ ００３ ０ ８７５ １ １４３
距中学距离 － ０ ３３９ ０ １４５ － ０ ０５３ － ２ ３３９ ０ ０２０ ０ ９４８ １ ０５５
房龄 － ４８ ７３９ ２２ ５４７ － ０ ０８２ － ２ １６２ ０ ０３１ ０ ３４０ ２ ９３７

２.住宅特征价格模型的确立

根据以上结果可得出各变量与住宅单价

的关系ꎬ进而可以建立相应的线性表达式ꎬ即
沈阳市住宅特征价格模型:

单 价 ＝ ３ ３６１ ０８８ ＋ ２ ９１７ ２６５ ×
物业费 ＋ １ ２８０ ４１０ × 小学评分 ＋ ９６２ ０７９ ×
中学评分 ＋ ６２８ ０２５ × 装修评分 － ６３０ ６１１ ×
所处 楼 层 评 分 ＋ ４５ ６８７ × 绿 化 率 ＋
４８９ ６８６ × 朝向 ＋ ５３９ ６４６ × 地铁站点数 ＋
２６８ ３８５ ×商场数 ＋ ２１８ ０８５ × 公交站点数 －
０ ３３９ ×中学距离 － ４８ ７３９ ×房龄ꎮ
３.教育特征变量对住宅价格的影响

(１)教育特征变量回归系数分析

由沈阳市住宅特征价格模型可知ꎬ模型

内的教育特征变量分别是小学评分、中学评

分、距中学距离ꎮ 由正负符号可以定性地判

断每个住宅特征变量对房价影响的正负性ꎮ
在 ３ 个教育特征变量里ꎬ小学评分、中学评分

变量的偏回归系数符号为正ꎮ 其中ꎬ小学评

分的偏回归系数为 １ ２８０ ４１ꎬ说明小学评分

每上升 １ 分ꎬ住宅单价上涨 １ ２８０ ４１ 元ꎬ中
学评分的偏回归系数为 ９６２ ０７９ꎬ说明中学

评分每上升 １ 分ꎬ住宅单价上涨 ９６２ ０７９ 元ꎮ
距 中 学 距 离 变 量 的 偏 回 归 系 数

为 － ０ ３３９ꎬ符号为负ꎬ说明符号变动方向与

预期相关性吻合ꎬ这就进一步论证了教育资

源确实影响了住宅价格ꎮ 由于样本住宅与对

应小学的距离最短的为 ９９ ｍꎬ最长的为

１ ５００ ｍꎬ与对应初中的距离最短的为 ９０ ｍꎬ
最长的为 ４ １００ ｍꎬ可见初中学区范围要远大

于小学学区范围ꎮ 相对于中学学区范围来

讲ꎬ小学的学区范围较小ꎬ导致住宅样本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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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距离变量值差异不大ꎬ因此ꎬ小学距离变量

未能进入模型ꎮ
(２)教育特征变量的影响程度

按照住宅特征变量标准化偏回归系数ꎬ
对各变量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名ꎬ排名越靠前ꎬ
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ꎮ 同时ꎬ根
据排名将模型中的变量均分为 ４ 类以便于比

较ꎬ第一类表示此类变量对住宅价格影响极

大ꎬ第二类表示此类变量对住宅价格影响较

大ꎬ第三类表示此类变量对住宅价格有一定

影响ꎬ第四类表示此类变量对住宅价格影响

较小ꎬ具体内容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住宅特征变量影响程度排名

变量 标准化系数
影响程度

排名

影响程度

分类

物业费 ０ ５６６ １ １
小学评分 ０ ２５４ ２ １
中学评分 ０ １８９ ３ １
装修评分 ０ １３２ ４ ２

地铁站点数 ０ １２６ ５ ２
所处楼层评分 － ０ １２２ ６ ２

绿化率 ０ １１６ ７ ３
商场数 ０ １０７ ８ ３
房龄 － ０ ０８２ ９ ３
朝向 ０ ０７７ １０ ４

公交站点数 ０ ０７０ １１ ４
距中学距离 － ０ ０５３ １２ ４

　 　 通过以上排名可知ꎬ小学评分与中学评

分的影响程度排名分别位列第二、三位ꎬ且二

者均属于影响程度最高的第一类变量ꎮ 通过

对住宅特征变量影响程度进行分析ꎬ一是可

以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描

述ꎬ二是可以反映出面对优质教育资源购房

者的偏好度ꎮ

四、结论与对策

１.结　 论

(１)对沈阳市内住宅进行抽样的样本具

有客观性与全面性ꎬ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住宅

特征价格模型符合沈阳的实际情况ꎬ变量选

取较为齐全ꎬ可以较好地反映出住宅特征变

量影响住宅价格的程度ꎬ展现教育资源配置

对住宅价格的影响ꎬ进而为购房者购买住宅、
合理选定学校提供参考ꎮ

(２)沈阳市中小学质量对住宅价格有正

向影响ꎮ 学区内的住宅单价随着学校质量的

提高而上涨ꎮ 家长愿意为子女获得优质教育

资源支付更高的住宅价格ꎮ
(３)住宅离对应的中学越远ꎬ其单价越

低ꎬ沈阳市住宅与对应中学的距离每增加

１００ ｍꎬ住宅单价则降低 ３３ ９ 元ꎮ 以选择优

质中学为基础ꎬ家长愿意为了位置更好的学

区房而支付高昂的价格ꎬ从而节约接送子女

的看护成本与子女上学的时间成本ꎮ 另外ꎬ
小学学区范围较小ꎬ导致住宅样本的距小学

距离变量值差异不大ꎬ因此ꎬ距小学距离变量

对相应学区住宅价格的影响不大ꎮ
(４)相较于其他变量ꎬ中小学质量对住

宅价格的影响程度很大ꎮ 小学质量对住宅价

格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学质量对住宅价格的影

响程度ꎮ 中小学的质量问题是购房者首先会

考虑的因素ꎬ当住宅满足了他们对于优质义

务教育资源的需求时ꎬ购房者对于其他因素

的偏好就会较大程度地减弱ꎮ
２.对　 策

结合研究结论ꎬ并针对沈阳优质学区内

住宅价格上涨现象ꎬ面向政府、房地产开发企

业、购房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ꎮ
(１)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着重扶持

薄弱学校ꎮ 为优化各区域内部教育资源的配

置ꎬ政府在分配教育资源时ꎬ应对教育资源比

较匮乏的地区加大资金投入ꎬ不断平衡地区

差距ꎮ 同时ꎬ应当加大师资培训力度ꎬ提升师

资力量薄弱学校的教师水平ꎬ加强师资流动ꎬ
缩小校际师资差距ꎮ 也可以在教学场地、实
验器材和校区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ꎬ促进教

育资源均衡配置ꎮ 此外ꎬ多校划片入学政策

的推行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打消家长存在的

投机心理ꎬ减少频繁出现的以房择校现象ꎬ限
制对优质中小学学区内住宅的炒作ꎮ

(２)房地产开发企业要进行充分的市场

调查分析ꎮ 由于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比较稀

缺ꎬ因此可将房地产企业和教育资源进行联

合ꎬ促进双方优势互补、获得双赢ꎮ 房地产开

发企业通过开办分校等合作方式在新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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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引入优质教育资源ꎬ既可以一定程度

上优化教育资源配置ꎬ又可以提升房地产企

业的文化内涵与品牌价值ꎮ
(３)购房者在购买学区房之前要坚持理

性购房ꎬ不跟风ꎬ不盲目进行投资ꎮ 家长在选

择学校时要充分考虑子女能力的适宜性ꎬ降
低教育投入的低效性ꎮ 另外ꎬ家长应重视孩

子的潜在优势与个性ꎬ不应以一套标准来评

定孩子的成长ꎬ重点培养孩子的性格习惯ꎬ为
孩子接受学校教育打下坚实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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