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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孩子掉队
暑期两个月，报了七个班

竖笛、书法、美术、舞蹈、英语、钢琴、乐高……对

7 岁的童童来说，暑假不等于假期，只不过是把课堂

搬进了写字楼里的培训班。

家住河南济源的童童，去年 9 月升入小学一年

级。即使作为一名小学数学老师，童童的妈妈杨红也

相信：“不能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

“我见过很多孩子的成才之路，他们不仅能完成

学业，更能拓展兴趣，在其他方面有所建树。”

因为自己是老师，杨红曾坚持不让年幼的女儿上

任何辅导班。但看到其他孩子都在上，心里不免顾

虑。于是，她让童童挑选了几门自己喜欢的兴趣班。

就这样，童童3岁开始学画画，四年过去，她的兴趣班

也从一门增加到了七门。

在孩子的教育投入上，杨红的观点似乎代表了多

数中国家长的心态。

据中国教育在线2018年对孩子参加培训班原因

的调查结果显示，33%的家长希望借培训班提高孩子

成绩，升入更好的学校；另有31%的家长，希望增加孩

子特长，提高竞争力。总之，家长之所以选择报班，就

是担心孩子会“掉队”。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使劲儿上课。”杨红表示，童

童班里很多同学，也都利用暑期参加各类才艺培训。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培训机构了解到，不少培训机

构推出的高价暑期培训精品班，也受到家长的青睐。

同时，这个暑假，也有不少培训机构在互联网上

打出各类培训课程的宣传手册。一家国内知名的教

育培训机构，就表示暑期培训课程开设有语文、数学、

英语等二十余门科目。而该培训班所在的机构，仅在

北京地区就有52个分校区。

家长借假期为孩子“充电”，对孩子来说，本该放

松的假期却成了肩上的负担。

忙碌的假期里，童童仍要早出晚归：“早上7点半

出门，要到下午5点才回家。回到家还得接着练钢琴

和乐高。”

再苦不能苦孩子，
一个暑假为孩子花了四万

除开培训课程本身带来的压力，培训费也同样是

摆在不少家长面前的难题。以童童为例，7门课程算

下来，其每年在兴趣班上花费在3万元左右。

培养孩子特长的背后，是整个家庭教育投入的

增加。但这对市场上的培训机构而言，却成了必争

的商机。

记者走访时发现，为吸引暑期生源，各大培训班

相继推出了种类繁多的课程种类。如某机构推出的

全天托管班(3~15岁)，十天费用在3000元，教学包括

美术、朗读等内容。另一家主打课程辅导的机构，则

以一对一教学为主。据该机构人员介绍：“若想请重

点中学名师一对一辅导，一个课时(两个小时)最低收

费也要1600元。”

孩子暑期的“报班高消费”，逼着很多家长要为暑

假准备专项资金。

“即便我和老公的年收入在50万左右，但到了暑

假，还是得为儿子的报班费省吃俭用。”家住北京的宫

静告诉记者，每年暑假，9 岁的儿子晓峰都会参加一

次为期半个月的海外游学、一个月的暑期衔接班和每

晚一小时的编程线上培训。

“今年英国游学报名费 3 万，暑期数学班一个月

5000 元，编程班一晚上要 220 元。算下来，暑假 2 个

月孩子就要花出去4万多。”每年6月底，宫静都会和

丈夫合计，要为孩子的暑假准备多少资金。

而这已是宫静“能省则省”地选择报班课程：

“编程只敢报线上的，衔接班也就报了一门，还只

上一个月。”相比于同事，宫静甚至觉得亏欠了孩

子：“人家的孩子一年 2 次海外游学，寒暑假还要

艺术培训。”

面对高额的暑期教育支出，宫静和丈夫明白：“再

苦不能苦孩子。”在宫静看来，海外游学是拓展孩子眼

界的不二选择，上衔接班更是为了孩子跟得上课程，

而少儿编程，则是大势所趋：“这些课其他孩子都上，

我们不能不上。”

事实上，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规范校外培训市

场，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8 年 8 月下发的《关于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校外培训机

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不得留作业；严

禁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进

行排名。

而对于暑期报班热现象，曾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保护专家的杨海宇也指出，社会育儿理念导致家

长望子成龙，这本无可厚非，但却有家长过度，盲目报

班：“都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少人能想清楚

孩子报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拿什么拯救，被报班占据的童年？
相比于晓峰出国游学和童童兴趣培养的命运，今

年 11 岁的海明和 7 岁的弟弟海宇兄弟俩，在被安排

好的暑期课程面前，显出很强的抵触情绪。

今年 6 月底，家住广西钦州的海明海宇兄弟俩

终于等来了暑假。但让他们失望的是，这个假期没

有了以往的休息放松，而是被父母提早报好的培训

班占据。

“明明是假期，还是得早上6点多起床，一天要上语

文、英语、数学、美术四门培训班，才读一年级的弟弟也

要去学拼音。”说起自己如今的暑期生活，海明表示：“这

些课都是爸妈逼着我去上的，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去。”

和海明一样，校外培训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孩子

学习的主要负担。据中国教育在线2018年对孩子学

业负担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的家长认为课业负担

主要来自课外培训。

然而，即便家长认为辅导班会加重孩子的课业压

力，但在孩子减负问题上，过半的家长认为负担过重

也要为升学坚持；仅14%的家长支持减负。

实际上，2018 年 12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

《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中提到，要

严格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严禁

超标培训、严禁与升学挂钩、控制培训时间等 5 方

面内容。

父母能感觉到海明兄弟俩的抵触情绪：“两兄弟

其实很懂事，唯独在上补习班这件事情上跟爸妈说了

好几次不愿去。”但这依然没有改变家长的决定，孩子

小姨说：“为了升学，只能坚持。”

孩子的假期生活应该如何度过？杨海宇建议，除

了学习，家长还可以带着孩子参与到更多生活实践、

公益实践，感受大自然之中，以此提升动手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实现孩子全身心的发展。”

2018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记者

会上，时任大会新闻发言人的王国庆谈及中小学生减

负问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大家都熟悉那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里面有

一句歌词：做完了一天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我就

在想，看看我们身边有的孩子。我听到周围有人讲，

那些孩子们有的时候作业做到晚上九点、十点甚至

十一点。做完作业他们上哪儿欢乐，到哪儿荡起双

桨呢！”

这两年，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可以“荡起双桨”的童

年，成为舆论讨论减负话题时常常提及的愿景。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海明兄弟俩、童童和晓峰在

结束假期课程后，又将投入到新学期的生活中。即便

这个暑假充满了忙碌和疲惫，但对于未来的假期生

活，他们依旧充满着期待。

暑假60天7龄童报了7个班
孩子的童年如何“荡起双桨”？

还记得儿时的暑期生活么？是田野里的稻香蛙鸣、凉席蒲

扇；还是院落里的嬉戏打闹、追剧聊天？

然而，这些暑假的童趣，似乎离“00后”甚至“10后”越来越

远。取而代之的，是假日里的课外班、兴趣班和网课打卡……两

个月的暑期正变成孩子们的“第三学期”。

近年来，在舆论呼吁中，国家层面三令五申为中小学生减轻

课业负担、整治校外培训市场，还孩子们一个可以“荡起双桨”的

童年。然而，2019年暑期已经过半，校外培训市场真的凉了吗？
□ 据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