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教越早越好？ 切忌盲目跟风

6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
准委）发布数据，截至目前，已发布
210余项儿童相关领域国家标准，为
守护广大儿童健康安全提供全方位标
准保障。

在生活用品方面，《婴幼儿及儿童
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童鞋安全技
术规范》《机织儿童服装》《针织婴幼儿
及儿童服装》《中小学生校服》等国家
标准，从面料到设计生产都提出明确
的质量安全要求。《婴幼儿及儿童用纸
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婴幼儿及儿童
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读写作业台灯性
能要求》《儿童牙刷通用技术要求》，以
及居家防护、安抚器具、洗浴器具等婴
童用品相关国家标准，对小到纸巾、牙
刷，大到家具、台灯等产品都作出严格
要求，让孩子们穿得、用得健康安全。

在玩具文具方面，《玩具安全》系
列国家标准对各类玩具产品的基本安
全、机械物理性能、特定元素的迁移要
求，以及家用秋千和滑梯、玩具滑板
车、化学套装玩具等特定玩具产品安
全都做出严格规范。《学生用品的安全
通用要求》《儿童箱包通用技术规范》
《书写和记号工具 降低窒息风险的笔
套规范》《数字教材 中小学数字教材
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等相关标准，对
学生用品、儿童书包、笔类产品、数字
教材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让孩子们玩
耍、学习都有安全保障。

在运动健康方面，《儿童青少年学
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眼视光产
品 元件安全技术规范》《眼视光产品
成品眼镜安全技术规范》《0岁～6岁
视障儿童早期干预机构服务规范》等
国家标准，从预防近视、干预控制到眼
镜验配、视障儿童康复都作出细致规
定。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学生运
动能力测评规范两个系列的相关国家
标准，对足篮排、羽乒网以及冰雪游
泳、体操田径等多种运动项目的器材
场地、学生运动能力测评作出系统规
范。此外，《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田径
场地》《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篮球场
地》《中小学人造草面层足球场地》《跳
绳》，分别对田径、篮球和足球场地及
学生常用的体育用品性能和安全提出
严格要求，为预防“小眼镜”“小胖墩”，
保护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标准支撑。

此外，《智能移动终端未成年人保
护通用规范》《未成年人互联网不健康
内容分类与代码》《信息技术 网络游
戏未成年人监护系统技术要求》等国
家标准，有效助力保护未成年人上网
安全。《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机动
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等多项强制
性国家标准，严格规范了学生校车、儿
童安全座椅等产品安全要求，切实保
障儿童出行安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谈起给孩子报的英语早教，
湖北省武汉市的周女士直言，“我
们希望孩子从小就能接受多语言
环境的熏陶。”

走进周女士报班的早教机
构，几名不到2岁的宝宝依偎在
家长怀里，跟着唱英文歌曲的老
师，一边咿咿呀呀，一边做肢体动
作。

“我们对每个年龄段的孩子
都开发了启蒙课程，包括体能、音
乐、语言，都是英文授课。”该机构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最小的孩

子只有3个月。
近年来，一些资本进入早教

市场，早教热度与日俱增。
“一般来说，在托儿所、幼儿

园保育教育活动之外，面向0岁至
6岁婴幼儿及其家长提供的教育
活动，属于早教服务。”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
究员孙蔷蔷说，目前早教市场的
一个明显特征是低龄化，不少机
构甚至专门推出针对0—1岁婴儿
的课程，另一个特征是费用高，且
相当一部分早教机构存在过度包
装问题。

各式各样的早教产品，真的
有利于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吗？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钱志亮
表示，市场上早教机构类目繁多，
往往标榜前沿教学理念或高端授
课方式，“但大多数仍是一种营销
手段”。

“早教机构能否促进婴幼儿
成长发育，需要打一个问号。比
如，有研究表明，让婴幼儿更多进
行大运动有助于大脑发育，但花
钱在室内空间里的运动，效果可
能远不如家长带孩子去公园草地
跑跳滚爬。”孙蔷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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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多大可以上早
教课？”

“越早越好。”走进北
京市一家早教机构，工作
人员熟练地介绍起来，“0
到 3岁是宝宝大脑发育
的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如今，这样的场景屡
见不鲜。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
婴幼儿早教愈发受到关
注。但与此同时，早教市
场鱼龙混杂，也让家长无
所适从。婴幼儿早教，是
“真启蒙”还是“卖焦虑”？

“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我
们听了早教销售推荐，报了感统
训练。但随着孩子长大，我发现
孩子其实没什么感统失调问题，
都是机构的话术。”广东省广州市
的徐女士说，“后来我了解到，感
统训练行业入行门槛很低，许多
机构不仅没有培训资质，训练师
也没有相关从业资格。”

感统训练机构的乱象，是早
教培训现状的一个缩影。“很多早
教机构的教育理念、授课方式、师
资队伍等，难以与婴幼儿早期发
展需求相匹配。”钱志亮说。

与此同时，监管也存在空白
地带。“早教机构的管理主体涉及

卫生健康、教育、市场监督管理、
文化和旅游等多个部门，很多机
构以教育咨询或文化科技等名义
注册，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再变相
进行教育培训，因此规避了准入
门槛，也难以有效监管。”孙蔷蔷
建议，尽快厘清早教机构属性，明
确主管责任部门、审批权限及设
置与运营准则。

婴幼儿到底需要怎样的教
育？专家认为，父母高质量陪伴
才是婴幼儿成长的关键。面对早
教产品，有几点需要留意：警惕速
成论与夸大承诺，那些宣称能“几
天改变孩子”“彻底开发潜能”的，
多半是利用家长心理进行夸大宣

传；审视“科学”外衣与证据支撑，
对“最新科研成果”“权威专家团
队研发”等充斥专业术语但缺乏
实证数据支撑的宣传材料，应保
持高度警惕；避开“不能错过关键
期”等焦虑营销话术。

“家长在选择早教产品服务
时，评估标准应集中在产品与服
务是否遵循儿童的年龄特征与个
体发展需求；是否充分保障与支
持以儿童为主体的游戏活动；是
否强调并促进积极的高质量亲子
互动；是否充分尊重儿童的个体
差异，并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支
持。”孙蔷蔷说。

（人民日报）

“之前接到客服电话，说续费
有优惠，于是我们就续了一个大课
包。结果不到一个月机构就‘跑
路’了，钱都打了水漂。”看到给孩
子报的舞蹈课的培训机构人去楼
空，杨女士后悔不已，“看来并不是
大机构、大商场就能有保障。”

除了“跑路”风险，退费难也
是一个普遍现象。记者调查了解
到，一些早教机构会有这样的规
定：已上1/3课程者，可退费50%；
已上1/3至一半课程者，可退费
30%；上过一半以上课程者，不退
还任何费用。

事实上，针对校外培训的收
费管理，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已
出台明确政策：不得收取超过3个
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一次性收
费不得超过5000元；实行预收费
监管全覆盖，预收费须全部进入
资金托管专用账户。

“如果严格落实规定，所有预
收费都进入监管账户，根据学生
上课情况划拨资金，退费、‘跑路’
等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操
作中，监管账户常常形同虚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说，“不少家长受机构营销话术以

及‘多购课多折扣’等影响，一次
性购买超过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
课程。”

前段时间，浙江省杭州市由
市场监管局牵头，上线“安心付”
产品。在“安心付”模式下，消费
者一次性支付资金会直接转入商
家指定的银行账户，只有当用户
确认享受服务后，商户才能按实
际消费金额扣减用户资金，并由
银行完成用户资金的划拨。

“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降低
不良商家‘跑路’的风险，才能提
升消费信心。”熊丙奇说。

涉及儿童书包
安全座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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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购课多折扣？ 警惕“跑路”风险

从业门槛低？ 早教机构属性需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