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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晶晶 孙孙艳艳

我们都知道“拔苗助
长”讲的是一个愚蠢农民
的故事，大自然中的万物
都有其自身的生长规律，
如果我们人为进行干预，
只会适得其反。 对于家
长来说，孩子也好比是一
棵小树苗， 需要精心呵
护。 然而在养育的过程
中，很多家长却在不知不
觉间以爱的名义“拔苗助
长”， 给孩子未来的成长
带来隐患。 近日，记者就
此进行了探访———

莫莫以以爱爱的的名名义义拔拔苗苗助助长长

【调查】
35天婴儿就开始上早教班

“最近怎么老碰不见您带孙
子来广场玩啊？” “我们给孩子
报了两个班， 一个早教班， 一个
游泳班 ， 每周都要去好几次上
课。” 最近， 家住朝阳区的薛阿
姨发现， 街坊中几个和自己家小
孙女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报了班，
这让她挺纳闷： 1岁多的娃娃也
要上课吗？

就此， 记者采访了多名给孩
子报了早教班的家长， 他们的目
的综合起来有三点， 一是想让孩
子德智体全面发展， 顺便受一下
英语的熏陶， 以便日后能更好地
接受英文学习 。 二是平时工作
忙， 周末想陪孩子， 但是对3岁
以前的小朋友来说， 又实在没有
什么适合的地方去， 所以就选择
了早教班，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陪孩子一起玩， 加深亲子关系。
三是想让孩子多接触一些同龄
人， 如果是以后同一所幼儿园的
就更好， 同时， 家长也能通过早
教机构认识一些朋友， 彼此分享
最新的育儿知识。

记者了解到， 如今0至3岁幼
儿的家长多是85后、 90后， 他们
的育儿观念相对前卫， 将孩子送
到早教班并不是为了让孩子多认
几个字， 多学几首歌， 而是希望
能够从小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秩
序感 、 逻辑思维 、 语言表达能
力、 自信心、 情商等。

“我在怀孕时就报了早教
班 ， 心想反正迟早也要给孩子
报， 不如趁早报了， 毕竟早教班
每年都要涨价， 早点儿报还能优
惠些。” 职工杨慧子的儿子刚满6
个月 ， 她说在孩子35天大的时
候， 就带他去参加早教班的课程
了， 孩子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不
过她和丈夫却听得津津有味。 有
一次， 孩子哭了， 他们用在早教
班上学会的小游戏和孩子互动，
孩子立马就不哭了， 并眨着眼睛
专注地看着他们。 在她看来， 早
教班不仅是孩子的课堂， 也是爸
爸妈妈的课堂。

家长成“减负”主要阻碍者

最近， 课后三点半现象、 补
习班乱象以及取消 “华杯赛” 等
新闻再次将 “减负” 话题推上热
门， 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发现， 首
先反对 “减负” 的竟是家长。 李

晨是大兴某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家
长， 说起 “减负” 话题时， 他显
得十分含糊， “我当然想让孩子
的童年过得轻松些， 可是事实上
真的很难办到， 我身边很多家长
都觉得， 眼下所说的减负根本就
是 ‘伪减负’。”

“比如三点半放学这个事，
就让我们家长很为难， 我们是双
职工家庭， 5点半才下班， 这两
个小时就成了空白时段。” 李晨
说， 小时候他读过一首诗， “儿
童放学归来早 ， 忙趁东风放纸
鸢。” 他何尝不想让孩子也拥有
这样的快乐时光， 让他放学后自
由活动， 但一想到自己家孩子在
“疯玩” 的时候， 其他孩子可能
正在补习， 他这个念头立马就打
消了 ， “现在教育资源这么丰
富， 社会竞争又这么激烈， 我们
可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也给孩子
报了个补习班。”

从这个学期开始， 李晨孩子
所在的小学推出了 “课后延时服
务”， 不能被及时接走的学生们
在放学后， 可以到 “课后延时服
务” 教室里， 由专门的老师负责
看管， 不会教授新知识， 学生可
在这里写作业、 看书直到6点半。

记者了解到， 随着学生课业
负担的减轻， 无法按时接孩子成
了让双职工家庭头疼的问题。 尽
管很多学校都安排了课外活动，
但仍与家长工作时间有冲突。 为
解决这一难题， 大兴区推出 “课
后延时服务”， 在公办学校一至
四年级学生和幼儿园在园幼儿中
开展。 服务为免费提供， 家长自
愿选择。

对于这件 “大好事”， 李晨
却显得有些犹豫， 同时他发现，
孩子班上很多同学也没有选择享
受这项福利。 他说， 在学校， 老
师还在教孩子10以内加减法， 这

和外面的教育机构教授的内容简
直无法比拟， 最明显一点就是，
那些上了补习班的学生， 在学习
成绩上有明显的优势。 “这些年
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学
校中对于好学生的标准和我们上
学那会儿几乎还是一样的， 要语
数外门门优秀， 最好再掌握一些
文艺特长， 作为家长， 我们能够
做的就是尽量帮孩子占有更多的
教育资源， 让他不至于在激烈的
竞争中被淘汰。” 李晨略显无奈
地说道。

【声音】
坚决治理违背教育规律行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
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刚刚闭
幕的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
中， 公平和质量成为教育界的政
协委员们话题讨论时的热词。 特
别是针对教育部等四部委将重拳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措施， 委员
们明确表示， 赞成坚决治理违背
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
的行为，确保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全国政协委员、 浙江省教育
厅副厅长韩平提出， 教育应该是
让所有孩子全面发展 、 健康成
长。 而要逐步解决现有问题， 实
现这一目标， 都绕不过 “公平”
和 “质量” 这两个关键词。 像政
府工作报告里提到的抓紧消除城
镇 “大班额”， 着力解决中小学
生课外负担重等问题都涉及抓公
平和抓质量。

韩平表示， 其实， 现在大家
反映比较多的校外培训热， 背后
显现出来的就是基础教育仍然不
够优质均衡， 这就涉及公平和质
量的问题。 换一种说法， 如果整
个城市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优
质资源差异并不是太大， 就很少
有这种现象了。 现在很多人拼命
上培训班、 挤破头进民办， 就是
认为这所学校质量更高， 会对自
己的孩子更好。

韩平认为， “有质量” 和家
长所认为的 “质量高 ” 并不一
样。 适合孩子的教育才算得上有
质量的教育 ， 能使孩子全面发
展、 健康成长的学校肯定是一所
有质量的好学校。 有些孩子到了
一个家长认为的好学校， 反而不
适应， 跟不上节奏， 这会严重打
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些
甚至产生心理问题。 这还能算是
健康成长吗？ 所以说， 适合的教
育是最好的教育， 作为家长要正

确地认识孩子， 理性地看待选择
学校这件事。

针对现在校外培训班热、 学
生课外负担重这个问题， 韩平表
示， 目前， 教育部等四部委已经
下文提出要求进行治理， 应该严
肃查处一批没有条件、 无证无照
的校外培训机构， 加强校外培训
机构的资质管理和审核； 严格要
求校外培训机构在营业范围内开
展培训活动； 同时开设 “负面清
单”， 不允许培训机构进行学科
类的超前教育。

“小学是习惯养成、 兴趣培
养的重要阶段。 小学生根据兴趣
爱好报培训班我们应该支持鼓
励。 如果把参加校外培训班和报
考杯赛作为升学工具， 我们不提
倡。 希望家长和学校对孩子不要
只重视分数， 同时要重视体育和
艺术类兴趣的培养， 这对孩子来
说是终身受益的。” 韩平表示。

提到孩子拔苗助长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新东方教育科技
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多次在全国政
协会议上提出， 反对超常教育、
超前教育。

俞敏洪认为， 民办教育作为
公办教育的良好补充， 应该是对
公办教育的补差， 对学生的知识
点的讲解。 而培训机构的超前教
育 、 超常教育 ， “挖学生脑筋
的 ” 各种难题教育其实是无效
的。 “中国的教育要下降教育难
度， 同时发展学生的特长教育以
及全面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 整
顿培训机构的超前教育和增加学
生负担的大教育是正确的。”

接下来这段话说给家长 。
“孩子的健康成长就像一棵树一
样， 他是有时间段的。 你可以给
他浇大量的化肥， 这个树长得很
快， 但到最后他实际上可能是病
态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
这么多小天才长大以后后发力、
爆发力差的原因之一。” 在俞敏
洪看来， 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
是当下很多家长应该做的事。

“当前， 不少家长在教育孩
子的问题上存在不少误区。 很多
时候， 孩子的压力， 往往来自家
长的 ‘面子’。” 俞敏洪表示， 人
的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 绝对不
是你在小学、 大学所得的分数决
定的。 请家长一定要改一改判断
成功的标准。 孩子分数高是成功
的标准之一，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
当作是必然的标准， 更不能当做
是唯一的标准， 否则你的孩子就
会受到无数的伤害。

委员声音： 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