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先看家长!家住闵行区的林女

士的孩子上小学"这个寒假几乎都

会在机构里度过! 她说#$! 个半

天""!##元" 每天从上午 $ 时 %#

分上到 ""时 %#分%我们还是这家

机构的老学员哦"否则根本不可能

报上名!&其实"类似林女士这样为

孩子寒假补习而焦灼甚至 $疯狂&

的家长有许多%

再看机构%虽然市教委三令五

申在职教师不得在各类补习机构

兼职"但$名校兼职教师&俨然成了

最鲜亮的广告%$努力奋战一整年"

一鸣惊人新一年&"这是某$语数外

辅导专家&为其$寒假&春季班&打

出的口号"师资水平一栏明晃晃写

着#$全部为一线兼职教师&% 在与

其相邻的某作文班报名处"工作人

员直言"$我们有全职教师"也有学

校里的兼职老师%&至于什么学校"

则无可奉告% 为了适应 $市场需

求&" 有机构推出了长短线结合的

课程"例如 "'月的$期末冲刺班&

就报名火爆"宣传单页上"$上海资

深教研员精心编写教材&的字样颇

有诱惑力%事实上"在不少学校"期

末考试正是由各区教研员把关%

综观培训机构"听到最大的感

慨就一个字#$累&%不仅孩子累"家

长累"其实机构也吆喝得挺$累&"

还要时不时提防被举报'被查处!

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相当舍

得花钱! 只是"这个钱是否花得值

得"是否花得明明白白(上培训机

构是真的出于孩子的个性发展需

求"还只是为了应试或纯粹就是跟

风)恐怕深一层考虑的还不多%而

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眼看着自己教

的学生不得不放弃业余休闲"大批

大批'大段时间大段时间地涌向校

外补习班"仅有减负'减负'减负这

么颇有些$老套&的招数"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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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竞争意识过度!社会曲解教育本质" 本报记者暗访#$$

寒假里校外培训照旧“打鸡血”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王蔚

仅靠学校减负够吗!

" 父母正带着孩子赶往培训机构 本版摄影 李铭珅 " 培训机构门前总是停满了等孩子下课的私家车

" 家长在舞蹈室外观察孩子

!"#!

! ! ! !寒假里，校外专做中小学生及
学龄前孩童的培训机构，如同打了
“鸡血”，火爆的办班规模让人纳闷：
不参加的孩子又会怎样？同时，时有
传出的培训机构或卷款关门或资质
存疑等负面新闻，更令人感叹：孩子
的校外补课难道真成了久治不愈的
顽症？问题又出在哪里呢？教育行政
部门的作为又在何方？

探访
报名还须靠秒杀

昨天，记者走进位于沪闵路上
的南方商务大厦，第一感觉就是，再
淡定的家长都很难不被这里浓浓的
“鸡血”味感染。楼层指示图显示，在
这幢 !"层的商务楼里，各类中小学
生培训机构足足有 #!家：早教、英
语、思维训练、数理化培训、全科一
对一、作文、书画、音乐、围棋……除
了运动类项目，几乎市面上家长想
得到的培训项目，在这儿可以“一站
式”购齐。各培训机构少则一个教
室，多的则分布在 $层楼面。

在各个补习机构咨询了一圈，
记者发现，除了 %天春节长假，所有
培训机构基本天天照常开班，而热
门的春季班级，早已秒杀一空。
“孩子的学习能力 &'(奠定在

&岁之前，)'(奠定在 )岁之前，而
*#岁之后与学习能力相关的神经
网络发育会开始逐渐减弱甚至停
止！因此，童年只有一次，教育就是
跟时间赛跑！”这是 &楼一家早教机
构在其宣传单页上打出的广告。面
对记者的咨询，前台姑娘笑了，“你
孩子 #岁啊，已经有点迟了，我们这
里最小的宝宝 $个月就来了！”

$楼，某知名英语培训机构下
课时间，家长们的小板凳挤满了走
廊。*岁多的小妹妹跳着舞，等着姐
姐下课；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孩在妈
妈命令下，吭哧吭哧拖起重重的书
包，冲出电梯往教室里赶；一名戴着
眼镜的四年级女孩刚结束“四口”的
课程，和爸爸走出教室。“不记得什
么时候开始报班的了，好几年了吧，
现在水平在小学里算还可以了！”女
孩爸爸告诉记者。“小升初看什么，
当然就是看谁的证书多了！无论是
新概念、+,+、"-，学什么不重要，目
的就是要考出证书来！”咨询人员一
边向记者普及着“补课常识”，一边
同情地说，“你们到现在什么班都没
报，啊，确实够散养的……”
虽然并非闹市，但离南方商务

大楼不远的古美路上，由于教育机
构林立，平时从周五下午放学开始
到整个双休日，就进入了消费“旺
季”。“你礼拜五下午四点以后来停
车就麻烦了，小孩子补课来了。”路
面停车管理员告诉记者。而在假期，
由于课程集中在白天，这里要热闹
一整天。在其中一家机构，从寒假第
一天开始，很多孩子选择了在这儿
参加一周的“集训”，和很多家长一
样，四年级男生小吉的妈妈陪他坐
进了寒假精品班，一起研究几何拓
展题。记者看到，根据四边形内角和

边长计算面积，计算阴影部分面积
等内容俨然是初中数学的内容。冬
日午后，教室里暖暖的空气让小吉
有些昏昏欲睡。小吉妈妈说，本来，
她是坚定的“不补课主义”者，但是，
眼看着周围的同学都在抢跑，课内
的内容在校外统统都提前学过，甚
至学得更难，她也坐不住了，从孩子
三年级开始也加入了奥数的大军。

潜规
补课其实不补差

“虽然市教委一直鼓励教师要
做好补缺补差工作，学校也的确在
尽心尽力做好学生学业的帮扶工
作，但仍没能抵挡住校外补习机构
的火爆。”松江区九亭四小校长张园
勤说，原因一是家长的过度竞争意
识，包括纠结于上公办学校还是民
办学校，同类学校之间还要纠结要
不要择校，大家都想让孩子通过更
多的课外辅导获得“更佳”的学业成
绩；二是社会上对教育本质的曲解
还很深，认为只有考出好的分数，才
能让孩子的未来更成功。“我调查过
校外艺术类培训机构和单纯提分的
补习机构，后者的盈利远远高出前
者。如果中考、高考还是以分数定成
败，那么每个孩子及父母都不得不

将拉差补缺越演越烈。”她说。
罗阳中学校长王立英说，有一

个“潜规则”许多人或许还没看清
楚，那就是现在市面上的大多数培
训机构一般只收“优生”，有的还要
考一考才能进得去。其实，基础差的
学生去了也补不上去，这个他们其
实心里是十分明白的；这些孩子需
要遇到真正用心的老师才补得上
去，需要老师有足够的韧劲，还需要
哄着他们。有些机构也搞“一对一”，
但也仅是帮助孩子完成作业，应付
学校的老师，实际上无法真正提升
学业质量。
“家长们需要思考的是，除了刷

题能力，孩子们还需要哪些能力，才
能应对未来的发展。”黄浦区青少年
科技活动中心主任陈沪铭坦言，如
今，很多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
补习班是出于“别人都学这个，我不
学就会落后”的担忧，但事实上，家
长更应该关注究竟学什么、怎么学，
才能有益于孩子的终身发展。陈沪
铭说，如果将眼光放长远一些，人在
青少年时期需要的是一个“能力银
行”，而不是一本本教辅书或一张满
满当当的补习班课表。“有些能力或
许短时期看不出，但是潜移默化存
储在那，到有需要的时候就能派上
用场。”

引导
学习不能仅刷题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小学生的
课余培训也并非只有去培训机构一
条路。例如，位于中山西路的上海市
科技艺术教育中心是属于比较“高
端”的，一般只对“尖子生”展开培
训，在这里常年活动着“市青少年科
学研究院”“创客教育联盟单位”数
千名小科学迷的身影，还吸引着摄
影、机器人等市级青少年社团组织
成员的参与。而各区的少年宫、少科
站也纷纷承担着中小学生的业余艺
术、科技、体育等方面的培训工作，
并且在平日里还要把各种兴趣活动
送到基层学校。如宝山区少科站，平
均一个教师带三个班，总班额数要
超过 *''个，每周都会有千余名学
生前去参加各种科技项目的培训。
除了为各校送教上门，黄浦区

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还根据学校需
求排出课表，每周邀请各校来到中
心上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双休日
和节假日，公益性的“教你玩”俱乐
部教孩子的则是足球、篮球、滑板、
魔方、武术、叠杯、扯铃等兴趣爱好。
有一名小学 &年级学生的家长在带
孩子参加了 $年足球训练后，颇有

感触地对陈沪铭说，参加足球训练
后，孩子要比平时“多说 *''句话”，
因为孩子在家不是看书做作业，就
是对着电脑，而在足球训练时，他需
要和队友、教练沟通，这种团队拼搏
的体验，是别处很难获得的。如今，
不少科技活动要求学生组队参赛，
且教师不得进入比赛场地，有时，孩
子们还需要临时和来自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陌生队伍组成临时合作伙
伴，如何介绍自己的技战术，如何让
评委听懂自己的创意，这些，都不是
刷题能刷出来的。

作为一名校外教育工作者，陈
沪铭也希望，学校评判孩子，不能仅
仅以分数为标准，“一个考了 *''分
的孩子和一个考了 .'分的孩子，如
果后者花了大量时间精力钻研自己
的兴趣，又怎么能说他的能力就不
强呢？”作为一名父亲，陈沪铭同样
深有体会。除了出于兴趣报名参加
了中级口译培训，女儿从小到大没
有补过一门课，始终成绩优异。就读
向明中学时，对生物领域产生了兴
趣，参加了科创活动和竞赛，并被美
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录取，继续
对生物化学领域的探索。陈沪铭认
为，比起刷题，学习习惯的培养才是
重中之重。好习惯一旦形成了，其效
应会延伸到各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