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暑假到了，你的孩子是在补习班，还是在去补习班
的路上？好成绩才能进名牌学校，名牌学校的文凭，才
能找到好工作，有了好工作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获得

幸福……这个推论看起来很简单，也很好理解，于是，无数家
长在它的影响下，努力为孩子制造各种能够提高其学
习成绩的机会———比如假期里的补习班。但是，补习班
真的是迈向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一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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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状况，
是否应该让孩子利用暑假补课，
无法一概而论，不过，刘勇还是提
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参加补习应该具备几
个前提条件。一是在相关学科上
确实存在欠缺的学生，可以利用
暑假，将自己上一学期中没有学
扎实的地方予以补缺。二是自我
学习管理欠缺的学生，可以通过
参加暑期班让自己保持适当的学
习状态。三是某些希望在现有的
学习上有所提高的同学，可以根
据自己的特点和爱好酌情参加一

些课程班。
其次，参加补习班要有度，炎

热的夏天是体能消耗较大的季
节，补习的时间不宜太长，（而且
补习及完成补习作业的时间绝对
不能超过正常上课的时间），暑期
必须要给孩子一个休整的时间。
（所以每周补习的天数不宜超过
四个半天，且每次的补习时间不
要超过 !个半小时。）家长可以在
孩子补习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游

泳、旅行、参观等活动，让孩子有
一个劳逸结合的过程。

此外，刘勇也指出，家长要正
确认识补习对于孩子的正向和负
向的作用，针对自己孩子的实际
情况做出相应的选择，并且要尊
重孩子的意愿。不妨和孩子一起
商量补习的问题，将补习可能带
来的优点和缺点与孩子进行一些
讨论，最终达成共识。

对于孩子们而言，要明白学

习是连贯性的，虽然有学期来分
段，但是知识是不分段的，下一个
学期是在前一个学期的基础上的
提升，前面的知识掌握不稳就会
让下一个学期的学习变得非常的
辛苦，所以补习上一学期的知识
并不是增加自己的负担，而是为
了减轻下一学期的学习压力。当
然，为了以后少参加补习，在学校
的课堂上全力投入学习，掌握好
各知识点才是最好的方法。

! ! ! !我一直记得幼儿园的那场亲子运

动会!

有一个单脚跳接力赛" 家长与孩

子手拉手单脚跳"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接力赛!女儿秋秋班级里"排在最前面

的是一个叫悦君的小女孩" 发令枪响

了"悦君和妈妈大步蹦跳了出去!

妈妈大步#接连跳出!那是成年人

的步伐和速度!小姑娘勉力跟了两步"

很快就跌跌撞撞起来!妈妈没有减速"

对女儿连拖带拉!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孩子跟不上妈妈的速度" 跌倒半跪在

水泥地上!

难以置信"妈妈依然没有减速!她

一头冲在前面" 对女儿的跌倒似乎浑

然不觉!女儿在地上半跌半爬"被母亲

拖拽着到达终点" 把接力棒交给了下

一对母子!

悦君妈妈的行为太让我震惊了!

怎么会置孩子安危不顾" 生拉硬拽着

悦君往前奔呢% 那可是硬邦邦的水泥

地啊!

&悦君妈妈"刚才悦君都跌倒了"

你不知道吗% '我找到她!

此时这位妈妈满脸不自在$&我知

道的(('

&你知道为什么还要拉着她一个

劲朝前冲啊% 悦君后来身体都趴在地

上了啊) '

悦君妈妈脸上的不自在变成了愧

悔与懊丧$&我生怕我们跳得不够快"

给班级拖后腿(('

她怕拖班级的后腿" 不能让班级

输!竞争变成无所不在的东西"哪怕是

在一个输赢完全不值一提的亲子运动

会上!

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竞技场!

这种观念在中国父母的心中颠扑不

破" 并且由他们过早地灌输到孩子心

中!

这一点当然不能全然责怪父母!为

什么丛林竞争法则会成为生存的全部

法则"根源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给人们

提供的出路过于单一!

或许正因为此" 格外需要个体的

警醒$ 社会的弊端不应成为父母疯狂

的理由!一个疯狂竞争的社会里"父母

们保持明澈的理性是多么重要" 因为

你面对的是一个人的命运" 而这个人

恰好是你深爱的孩子!

过度竞争的社会" 对荣誉的理解

也变得极端狭隘!荣誉就是获胜"就是

要赢!妈妈们拖拽着孩子"不顾一切地

疾奔在通往赢的道路上! 输是最大的

耻辱!

人人都想赢

的社会造就了这

样的局面$荣誉属

于塔尖的极少数

人!云集塔身的大

多数都是失败者!

只要不能赢"就是

失败者"生活在被

羞辱或者自认羞

辱的境地!

如此一来"人群中的绝大部分被定

义为失败者" 被这种社会排序羞辱"也

被笃信这种观念的自己所羞辱!人的尊

严与价值的唯一性就这样被取消了!仔

细想想"这里面有多么愚昧的东西!

悦君妈妈的作为以及她事后的愧悔

逐渐变成了某种警钟一般的东西" 提醒

我"人如果处于一种竞争的气场中"被荣

誉感催眠"就会像这位妈妈一样傻!

"事件回放#

! ! ! !一三五学奥数" 二四六上午补

英语#下午补写作"星期天要去琴行

学钢琴! 这是五年级学生史婷婷的

暑假课程表!&每年的暑假都是这么

过来的"不是兴趣班就是补习班"跟

在学校上课没两样!'往年"在中考#

高考的压力下"初三#高三的学生暑

假只能钻进辅导班!近年来"暑假补

习就像是&流感'"已蔓延至小学生"

甚至幼儿园! 从多家培训机构了解

到"英语#奥数是暑假最受小学生家

长青睐的科目!&我们的房子不在有

名初中的学区"换房子也不太现实!

听说" 想进好初中可以参加选拔考

试"有奥数#英语等比赛成绩的话"

很有用的!'施女士的女儿读四年级

了"从上学期开始"她一口气给女儿

报了三个班"分别是奥数#英语和写

作! *来源$ 湖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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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暑假补课，已经成为“常态”。
过度的补课给孩子带来的压力是
显而易见的。不久前，孙嘉仪刚刚
接到了一个个案，那是一个 "月
就要开始念小学的孩子。父母带
着孩子来向心理咨询师求助，是
因为孩子一直嚷嚷着讨厌上学，
这种强烈的厌学情绪让家长十分
担心。“我问那个孩子，你不是还
没上学吗，怎么知道上学很讨厌
呢？孩子告诉我，父母很早就开始
让他去读各种补习班、辅导班。那
些班一个个都打着‘别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的旗号，很坑人的！”
孙嘉仪说，“越小的孩子越不适合
补课，因为都不是自愿的。被剥夺

了的玩乐体验会在今后加倍地讨
回，这种对学习产生的负性情绪
破坏性极大。”
其实，在假期里给孩子报名

各种补习班、辅导班的家长不在
少数，对于家长们这一行为背后
的动因，刘勇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当周围的朋友、家长都在介绍自
己怎样想方设法为孩子创造条件
补课的时候，无形中就形成了一
种社会环境的压力，给那些没有
给自己孩子补课的家长带去不
安，并迫使他们在这种压力下不
得不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些辅导班
进行补课。而那些已经给孩子补
课的家长会觉得如果大家都补，

就无法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佼佼
者，于是就会加大补课的频次和
数量。另外一些家长由于之前自
己或者他人的成功经历给了他们
一个指导的方向，于是会形成一
个刻板印象，即补课的确能使孩
子的成绩提高，所以就会如填鸭
般的给自己的孩子补课，以求获
得最大成效。”
此外，还有一些家长是担心

自己不给孩子补课，今后会被亲
属、朋友、长大的孩子说自己没有
给他创造一个好的机会。为了避
免被人指责，甚至只是避免今后
自己的内疚，不论补课是否适合
自己的孩子，都要孩子报名补习。

! ! !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曾指出，
学龄期的孩子处于两个重要的人
生阶段，第一个阶段孩子正处于
逐渐形成自我概念的时期，外界
环境会影响到孩子的自尊心。
补课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成

绩不如别人，形成不好的自我评
价，而父母不断加重孩子补课的
数量则更加会让孩子感觉到连自
己最可信赖的父母都对自己缺乏
信心，从而影响到自尊心的建立，

甚至于出现自卑心理。
第二个阶段是对于自己的社

会角色的确立，孩子会思考自己
所积累的过去经历中的生活策
略，如果他们对于过去生活策略
有较好的确信的话，他们未来的
发展就会感觉到人生方向明确，
反之则会感觉到迷茫。
过度的补习会让孩子对自己

过去的努力感到迷茫，因为努力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肯定，而且因

补课造成巨大的腻烦感受，会形
成青年人的逆反行为，他们会以
那些无忧无虑的青年人作为自己
的榜样。这种榜样未必会是家长
们所认为的那些成功人士，孩子
们很可能去找身边那些非常简单
的对象作为他们人生榜样。哪怕
是一些学习并不好，学历也不高
的人。因为相对于繁重的学习来
说，只要能获得轻松的生活，即是
一种解脱了。

插画 孔雀

社会压力让家长把孩子送进补习班

过度补课可能导致自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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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一起商量暑假学习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