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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白白莹莹

本周一中小学正式开学， 学生们又踏入课堂， 开始了学校生
活。 但随之而来的是， 不少家长也开始忙活起孩子们的课余辅导
班。 在完成校内的学业之外， 不少孩子的课余生活基本被各种各
样的辅导班和兴趣班 “霸占”。 对此， 有专家建议， 适度的学习任
务有助于儿童成长， 但不应让孩子承担不该属于他们的压力。

【调查】

数量多
课余时间被霸占

家住刘家窑的李女士儿子上
小学2年级， 虽然还是一个8岁多
的小孩， 但课余班的经历却已经
有2年多。 为了能让儿子从小打
下学习基础， 李女士还在儿子上
幼儿园大班时， 就开始琢磨着报
辅导班的事。

“我问过不少同事和朋友，
大家都说一定要给孩子报班 。”
李女士介绍， “大家都会说不能
输在起跑线上。” 在和丈夫商量
后， 李女士一口气给儿子报了三
个辅导班 。 “英语 、 语文和数
学。 三个主科一个都没空着， 周
六上一天。 周日我还给他在家布
置作业。”

在调查中， 记者发现， 不少
家长都会将孩子们的课外时间
“霸占”， 安排上各种各样的辅导
班 。 “我家宝宝每周要上四个
班。” 和李女士一样， 家住右安
门的张晴也给女儿报了一堆课外
班。 “有的是兴趣班， 有的是和
学习有关的。”

张晴的女儿今年10岁， 早在
5岁时这个小姑娘就开始了兴趣
班之旅。 “美术和舞蹈都是5岁
开始学的， 围棋和英语是从一年
级开始的。” 张晴说， 不仅是女
儿的周六日得不到休息， 自己的
休息日也基本被 “霸占”。 “现
在都这样， 没有小孩不报班的，
数量也是一个赛着一个的多。 我
们报四个都是少的， 有的要上七
八个呢。”

跟风报
担心输在起跑线

“不报班不行啊！ 其他小孩
都在学 ， 你不学等于提前认输
啦 。 ” 家 住 西 罗 园 的 刘 静 说 ，
“我儿子在东城一所比较不错的
小学就读， 起点还是不错的。 但
是上学的路还很长， 现在小孩子
本来就聪明 ， 而且竞争也很激
烈。 父母没有太多背景的， 最后
还是要拼分。 所以必须要报辅导
班， 把学习成绩搞上去。”

调查中， 记者发现不少家长
在给小孩报辅导班的问题上， 都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跟风心态。 担
心不报班会耽误孩子的学习， 输
在起跑线上。 “我也是参考同事
家小孩的辅导班内容， 才最终确
定儿子的辅导班内容的。” 刘静
介绍， 在自己所在的办公室， 一
共有7个孩子正在上中小学的同
事。 “大家都给小孩报班啦， 而

且还会互相取经。”
“报班主要是为了学业， 现

在的功课太难啦。 即便是家长会
做， 也教的不是方法， 还是要求
助辅导班的老师。” 刘静说。

此外， 记者还注意到， 不少
家长在报辅导班的时候， 并没有
征求小孩的意见 。 “听她的干
嘛， 她还小， 都是我们觉着什么
对她成长有用， 就给她报什么。”
家长马先生说。

费用高
辅导班鱼龙混杂

大量的课外辅导班不仅占用
孩子和家长的不少时间 ， 也让
家 庭 支出多不少 。 对此 ， 市民
王女士也算了一笔账。 “我家孩
子报了5个班 ， 有兴趣爱好的 ，
也有外语这种有助于学习的。 花
费可不少。”

王女士的女儿现在上小学3

年级 ， 一年级开始上美术兴趣
班。 “5个兴趣班中有4个是和业
余爱好有关的 ， 比如舞蹈 、 朗
诵。 这些小孩也很喜欢。 考虑到
价钱， 我们也是左右比较， 最终
在少年宫报名的 。 价格还算可
以。 最贵的是英语班， 请的是外
教在家里学， 不便宜。”

王女士介绍， 她每个月都要
拿 出 一 两 千 元 花 在 女 儿 的 辅
导班上。

“要是只担心价钱也就罢
了 ， 还要考虑培训机构的质量
啊， 现在 各 种 辅 导 班 太 多 了 ，
鱼 龙 混 杂 。 没准是花了钱 ， 也
什么都没学着。” 市民杨敏道起
了苦水， 她介绍， “我的一个小
侄女上小学 4年 级 的 时 候 ， 开
始 到 一 家 培 训机构补习数学 。
没想到一个学期下来， 钱花了不
少， 成绩没怎么提高啊。 问题是
老师太不负责。”

为了能让孩子的成绩有所提

升， 杨敏的表姐给她的小侄女报
名了一家一对一的培训机构 。
“听表姐说， 这家机构还挺大的。
总部设在一个大写字楼里， 而且
街上还总能看到它们打出的广
告。 杨敏说， “表姐跟着孩子上
了一堂课。 感觉老师还比较负责
任， 之后就没再跟着孩子一起上
课了。”

但是一个学期的辅导班上下
来 ， 杨 敏 的 表 姐 却 觉 着 小 孩
的 成 绩基本没有进步 。 “之后
表 姐 悄 悄 地 打 探 ， 才 发 现 这
家 一 对一辅导机构的老师都是
兼职的。 都是不同学校的老师和

机构签合同， 然后再给她们找学
生。 根本没有专门的教材， 而且
老师的水平也参差不齐。 有的老
师随意拿一本课外题的书就来上
课了。”

调查中， 不少人也提到对于
培训机构的质量也只能靠口碑相
传来检验。 记者也在网上输入了
学生课外辅导班的字样， 查询后
发 现 有 不 少 打 着 精 品 师 资 、
私 人 订制 、 互动教学旗号的各
类培训机构。 “普通人根本不能
辨别质量， 只能是报完学完才能
知晓。 没效果， 只能花冤枉钱。”
杨敏说。

校外辅导班
想说爱你不容易

“养不教 ， 父之过 。 教不
严， 师之惰。” 儿童的教育问题、
压力问题往往来源于家庭和学
校。 一些家长往往将自己未完成
的梦想和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正是
他们攀比心态的投射。 针对校外
辅导班， 北京地坛学校副校长魏
颖有着自己的看法。

校园和家庭， 应该是培养学
生健全人格、 良好习惯以及独立
思考能力的地方， 而非将成年人
各方压力施加给还在成长的儿童
们的场所。 说起课外辅导班该不
该有， 魏颖认为， 应该从两个角
度考虑。

一个是课外辅导班都有哪
些？ 实际上， 现在市面上的课外
辅导班应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
学科辅导班， 比如， 单纯补习语
文、 数学、 英语的补习班； 另一
类是兴趣班 ， 比如 ， 钢琴 、 武
术、 滑冰等等。 在我们小学里，
参加这两类辅导班的学生都有，
比例在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 一
个40名学生的班里， 就得有20多
名在上辅导班。 什么班都不上的
孩子也有但是太少了。

另一个问题是课外辅导班是
孩子自愿报的还是家长的意愿。
在我和家长 、 孩子的接触过程
中， 我了解到的还是家长强加报
名的居多。 这里面又可以细分，
有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学习成绩
不好， 就给报上了补习英语的，
还有一部分家长纯粹是跟风， 看
到别人给孩子报了班， 觉得自己
孩子不上心里不踏实， 可能会输
在起跑线上， 也就选择报了。 其

实这样看， 似乎是对孩子的未来
尽到了义务， 但是深究起来是不
负责任的表现。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遇到
以上的情况， 我会尽可能地劝说
家长， 如果孩子能在课堂上按部
就班地跟着老师认真学习知识，
课后作业也认真做了， 成绩应该
不会那么不理想。 这时候， 如果
家长还是想报一些辅导班， 或者
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自愿选择
课外辅导班， 倒是可以考虑上一
些陶冶情操的课外兴趣班 。 这
样 ， 孩子的学习跟上了， 兴趣也
培养了 ， 还在学习中获得了一
种乐趣，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但是， 反过来， 还有的家长
是根据自己兴趣来为孩子选择兴
趣班的， 这样的做法， 我是不赞
成的。 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 孩
子是享受不到乐趣的， 是一种填
鸭式的学习， 效果肯定不好。

最后， 我还想提醒给孩子选
择课外辅导班的家长， 现在社会
上的课外辅导班的师资情况参差
不齐， 直接带来的就是教学质量
千差万别， 孩子的补习效果就不
好说了。 所以， 如果真的想为孩
子选择课外辅导班， 考量条件不
是一两个， 而是要综合考虑。

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 适度
的学习任务是有助于儿童成长
的， 但是不应该让孩子承担不该
属于他们的压力。

作为成年人， 我们有义务保
护每一个儿童不受伤害， 有责任
还儿童一个轻松、 愉快的童年，
让他们在一个宽容、 温暖的环境
中健康成长。

【建议】

北京地坛学校副校长 魏颖

让孩子享受学习的快乐

课余生活被“霸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