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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无锡的大街小
巷， 时常能看到祖辈带着
孩子奔波的身影。 近期，
“‘银发族’扛起陪读大旗”
“早七晚九， 陪读爷爷抱
怨：最恨放暑假”等话题引
起锡城市民关注。

7 月 24 日，《江南晚
报》旗下微信公众号“升学
团子” 做了一项暑期培训
市场微调查，178 名网友参
与其中。 老年人应该肩负
起暑期陪读的责任吗？ 面
对这一问题，8%认为应该，
20%认为不应该，72%认为
暑期陪读责任在父母，老

人辅助即可。
暑期早上 8 点多的无

锡市少年宫大厅里已经聚
集了不少上培训班的学生
及陪读家长。 据统计，近百
名陪读家长中， 有一半是
年迈的老人， 其余的年轻
面孔多属于教师、 全职太
太等。 黄老伯今年 69 岁
了，家住河埒口。 每次送外
孙女上舞蹈课， 两人都要
转乘两趟公交车， 花费 1
个多小时才能赶到市少年
宫上课。 他说：“孩子的爸
妈都是双职工， 我能帮点
就帮点吧。 ”

半数孩子暑期培训花费 5000 元以上
“疯狂的培训”何时能降温？

日前，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司长吕玉刚表示， 减轻中小学
生课外学业负担， 一方面要提
高中小学教学质量， 让学生在
学校学得更好、更足，不至于在
学校里解决不了学习的问题，
还要到校外去搞补偿性培训；
另一方面， 要提高学校课后服
务的质量和水平，有效、有针对
性地解决学生的问题， 缓解家
长送孩子去培训机构的压力。

今年 2 月， 无锡正式实施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目前
提供的服务内容为安排学生在
指定教室做作业、 阅读等最基
础的几项。反观上海、南京等地
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工作，多
提供了兴趣班等内容。 有媒体
报道， 部分上海学校还计划开
设艺术修养类、思维提高类、科
技编程类等课程， 满足孩子成
长发展的多元需求。

对此， 无锡市教育局基础
教育处相关负责人解释， 我市

开展课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帮
助家长解决无法按时接孩子放
学的困难， 因此提供的服务内
容均为“基本款”，个别学校有
社团活动等内容。今年下半年，
我市的课后延时服务将坚持规
范、稳妥推进，与上半年服务内
容基本一致， 依然杜绝演变为
集体补课。 待我市实施课后延
时服务一段时间， 积累了一定
经验后， 再鼓励各地探索个性
化服务内容。 （俞华 / 文、摄）

近两年， 全国各地都在进
行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
作。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关停办
学条件不合规、 授课内容不合
理的机构， 同时还要求规范竞
赛活动， 但不少家长仍然不买
教育减负的账，“拼娃” 心态根
深蒂固。“剧场效应”可在一定
程度上解释这一问题： 当第一
排观众站起来， 后排观众也只
能无奈站起。同理，当周围很多
孩子“抢跑”，其他家长无法淡
定，只能“跟跑”。 采访过程中，

记者常常看到一张张透露着焦
虑之情的面庞。

把暑期当做“第三学期”，
真的能让孩子如愿提高成绩、
弯道超车吗？业内人士指出，按
时给学生放暑假是几乎所有国
家的通例， 这是自然规律和教
育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我
国，每年七八月份，各地普遍炎
热多雨， 本不是攻书勤学的好
时节。 中小学生们的精气神普
遍疲乏，学习效率不高。

2017 年， 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 南外国王国际学校中方校
长沈茂德指出， 今天所有家长
都认识到了，孩子的负担过重，
但仍有许多家长坚定地走在

“知识早教”“技能早培”的道路
上， 于是有了疯狂生长的各类
培训机构。他认为，孩子的发展
本是需要宁静致远的， 但很多
家长却在“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的鼓噪中失去了教育的理性与
耐心， 学生的成长缺失了学段
的特征，幼儿园、小学似乎有了
高中一样的程式。暑期， 为什么大多数

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往培训
机构？ 调查中，46%的家长
认为上培训班比宅家更有
意义，26%认为艺体类活动
能发展孩子的兴趣爱好，
17%认为要在暑期超前学
习或查漏补缺， 剩下的认
为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
自家孩子也不能掉队。 记
者发现， 把孩子送到培训
机构， 也是部分家长的无
奈之举， 原因在于假期无
人带娃。

网友平安周菊称：“假
期无人看娃已是社会大问
题，七月送培训机构，八月
都不知道娃能放哪， 我们
也想看管孩子， 可是搬起

砖头无法陪伴你， 放下砖
头无法养育你。 ”网友小丫
儿表示， 假期孩子在家长
时间看电视， 老人不擅长
高质量的陪伴， 还不如送
培训机构。

在市少年宫的家长休
息室里， 滕阿姨专注地刷
着手机，浏览新闻。 她说，
外孙女马上要升小学二年
级了，暑假里报了唱歌、打
乒乓、写字三门培训班，上
午上课， 下午在家待着。

“假期么， 从早 7 点到晚 6
点，我们就为孩子服务了。
其实上培训班比在家好。 ”
滕阿姨感叹，“在家老人管
不住，让她写字看书，她不
愿意的。 ”

7 月 28 日， 锡城一家
小学提优辅导机构进行秋
季班招生考试， 从白天持
续到晚上， 千余名学生赴
考。 晚上 8 点半，历时 1 小
时的“三升四”数学考试结
束，一名男同学称，一个考
场约有 60 个人，试题涉及
了很多课外知识， 难度挺
大。

微调查中，53%的家长
给孩子报了学科类的培训
班，31%报了艺体类， 剩下
的报了提升专注力、情商、
户外拓展等能力的培训

班。 可以看出，期待暑期提
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仍是家
长的痛点所在。

儿子马上要升初二
了， 王先生给孩子报了 15
次的暑期数学课，一节课 3
小时，150 元一次课， 从 7
月 20 日上到 8 月 5 日共
花费 2270 元。 王先生称，
上课的内容主要是提前学
习初二的知识点。 当问及
上课效果如何， 他不免一
声叹息：“得孩子愿意学了
才能有效果， 家长怎么想
没用。 ”

孩子暑期报了几门课？ 培
训费用要多少？对父母来说，这
是一个来自灵魂的拷问。 调查
中，47%的家长给孩子报了 1—
2 门培训班，39%报了 3—4 门，
剩下的报了 5 门及以上。 花销
方面，47%的家长一个暑假花
费 5000 元及以上的培训费用，
39%花费 2000—5000 元， 剩下
的花费 2000 元以下。

在一家数学特色的培训机
构门口，记者见到了一位全职妈
妈，她的儿子是东亭小学新二年
级的学生。“暑期我给孩子报名
了数学、写字、语文、跆拳道、游
泳 5 门课，8 月份还想让他再学
个乐器。”这位家长介绍，每年孩
子上培训班的费用大概有三四
万，一个暑假就要花掉一两万。

高女士的女儿马上要上中

班了， 这个小不点的“培训之
旅”已有一年。“还没上幼儿园
的时候，我就给她报了画画、英
语两门课， 今年暑假学了阅读
表演和少儿舞蹈。 ”高女士称，
少年宫的学费不贵， 每门课加
上材料费也就 600 元， 两门课
加起来 1200 元。 她透露，培训
机构收费比较高， 去年暑假光
一门英语要 30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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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你给孩子报了几个培训
班？ 近日，记者走访多家培训机构和少
年宫发现， 今年暑期培训市场依然热
度不减， 大部分机构的暑期班接近尾
声，现已经启动秋学期的招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