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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冒出了一个新名
词———“影子教育”，顾名思义，它就
像“影子”一样，将学校教育的那套
课程、方法和作息，如影随形般地移
植到了孩子们的暑假里。而补课市
场上还给这种“影子教育”起了个很
有些诱惑力的名称，叫做衔接班。

暑假过去一半了，伴着家长的期
望和升学的压力，提早开始的衔接班
俨然成了一个“短学期”。特别是那些
马上要升入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他们
的暑假学习“影子还那么长”。

提早学习新课程
据记者在本市的实地探访后了解到，衔

接班是学生在小学或初中毕业进入下一阶段
学习前的过渡性学习班，教授的内容则多为
下一阶段的课程。如初中毕业生上的衔接班，
教的是高一的课程。“衔接班”的授课有一对
一、小班和大班三种。它们是众多学习机构针
对小学及初中毕业生设置的。各种衔接班近
年来在各种补习市场上显得尤其火爆。

小岳是这个夏天上衔接班的学生大潮中
的一员。一周上三天课，科目分别是数学、物
理和化学。早上的数学课从 !"时多上到 !#

时左右。数学课结束后，饥肠辘辘的小岳到离
上课地点步行十分钟的地方，迅速解决午餐
后，她又开始往回走了。因为下午还要上两门
课。!时到 $时上物理，$时到 %时上化学。

目前市场上开设的课程均为语文、数学、
英语，初升高的则还有物理、生物、化学等，为
了顺利从低年级向高年级过渡，尽快掌握新
学期的学习内容，尽早适应新阶段的学习模
式和氛围，不少培训机构除了班级授课外，还
有“一对一”课程辅导。培训机构的老师介绍，
一般教授的内容是分析教材，主要抓基础性
知识，对学习方式进行引导，相当于预习，让
学生做到“心中有数”。

“抢跑”也是不得已
学生选择上衔接班的目的不一。小岳说：“中

考结束，假期特别长。在家也挺无聊的，就出来
报个班学了。”今年从华师大一附中高中毕业的
小黄同学回忆说，她在中考后也参加过衔接班，
大家都说高中的功课特别难，自己当时也挺担心
的，就报了个班去上，后来进了高中后发现功课
比较难，真庆幸自己提早进入了高中学习状态。

即将升入高中的女孩子，大多害怕高中
的理科。她们都听身边的人说过高中的理科

特别难，心生畏惧，所以纷纷投向了暑期衔接
班。家住徐汇区的刘女士也为孩子报了衔接
班。她的孩子即将升入初一。她说：“反正在家
也是闲着。就让他报个班，多多少少总有点收
获吧。”也有不少学生是迫于家长的压力才不
得不去上课，家长们为了使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更具备竞争力，将来能考取名牌大学，才
“先下手为强”，竞相让孩子趁着暑假好好加
油，在新课的学习上“抢跑”一步。

想着进入初中、高中后还要有一场摸底
考，学生和家长过得寝食难安，为了能在新学
期的第一场考试中拔得头筹，分在一个成绩较
好的班级，似乎“衔接”势在必行。有的学生即
使心中无奈，可为了前途着想，也只好将自己
原本的暑期计划搁浅，硬着头皮去上补习班。

管理大多较松散
现在读初二的小胡回忆自己上过的小升

初衔接班说：“那个班是我爸妈要我上的。上
课时，我大部分时间在玩手机。其他同学有的
在听，但大部分人和我一样。老师讲的内容对
我来说有点难，不过学过一遍，开学之后再学
就轻松一点了。”即将升入高一的小岳上的衔
接班规定是不超过十人，但因为报的人少，上
课经常只有两三人。她说，上课时自己能听进
去一部分内容，但经常会走神。

小黄同学也说，自己当时上的衔接班有
将近一百人，老师不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
整上课进度。虽然是“衔接班”，知识点还是挺
难消化的，但是不管怎样，衔接班还是帮到了
自己。因为暑假里的提早学习，高一开学时的
首次摸底考试就考得还不错。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参加衔接班的效果
到底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自己的积
极性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样是今年高中毕业
的小陈同学说，自己上初升高的衔接班时全
逃去打篮球了，“反正这种校外补习班也没人
真的会天天点名，或向家长汇报。”

学生们表示，在衔接班中学到的是对新
课程的整体了解以及基础性知识的分析，但
究竟掌握如何，能否做到举一反三、运用自
如，还是在于自己多练习、多研究，毕竟培训
机构的老师不如学校老师抓得那么紧，学习
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主观上的事。

关键是主观努力
在暑假里插进的“影子教育”，给学生留

下的是一段美丽的“身影”，还是学业上的心
理“阴影”，这真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

在延安中学任教多年的周老师认为，不
同的学习阶段有不同的学习要求，学生应该
做好学习和心理上的准备。比如，初高中要求
的学习能力就不同，初中要求的是记忆力，而
高中的学习更强调理解力。学生可以在假期
中看看高中的课本，但没必要去参加衔接班。
另外，经过一个假期的放松，学生要适时调整
好心态，准备好迎接下一阶段的学习。否则，
开学时心太散，学习会很吃力。

复旦附中的陈老师则认为，报班与否要
看学生的个人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强的学生
可以自己在家预习课本内容。而学习能力较
弱的学生可以考虑报班学习。在选择假期课
程的时候，陈老师建议，要注重外语和数学的
学习。外语的实用性强，数学则锻炼人的逻辑
思维能力。而且，这两门科目是今后不管选择
文科还是理科都要碰到的。暑期是弥补知识
漏洞的大好时间，陈老师提醒说：“要抓住暑
假的时间加固知识体系。”

选择衔接班并不是必要的，关键是针对
孩子的个性及学习特点，因材施教。家长也不
能操之过急，不然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得
不偿失。暑假本就是个放松和学习的好时机，
让孩子意识到身份的转变，如果做好充分准
备，带着孩子去参加些暑假活动，再穿插些学
习内容，寓教于乐，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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