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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帖子很热，
说的是一对收入在当地属
中上的县城小夫妻，为了
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送孩子上了一年收费几万
元的贵族幼儿园。这还不
算，为了让孩子不在伙伴
中感到自卑，又贷款换了
豪车……经济压力让小夫
妻苦不堪言甚至引发家庭
问题。这也许是个案，但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
攀高教育消费，已经是中
国父母焦虑的一个来源。

大头菜觉得，这样的
局面，其实是过于物质的
成人世界在教育上的投
射。成人的世界中，过于
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
值，这使得不少父母信奉
越多的金钱投入，会带给
孩子越成功的未来。

过于强调孩子成长中
的金钱投入，某种程度上
是家长偷懒的一种表现。
金钱投入是最容易计量
的。你看，我是多么爱孩
子，我为了孩子的明天投
入了这么多。另外，父母
在对孩子缺乏准确认知
时，很容易盲目从众。从
众似乎可以减少因自己选
择失败带来的愧疚感。这
一点在中国家长竞相给孩
子报各种辅导班上体现得
极为明显。他们有些是不
知孩子擅长什么、适合什
么，有些就算知道，也因
为害怕被“别人的孩子”
落下而选择从众。

有多少力做多少事，
不要盲目攀比。大头菜并
不觉得买学区房，请高价
私教是不对的。只要自己
有能力办到，又没有对别
人造成影响，为什么不
呢？但是不要因为别人都
在学钢琴，而非得给孩子

报一个钢琴班。不要因为
没买成学区房觉得娃从此
输了别人一截。我们尽可
能给孩子提供教育上的各
种支持，但是出发点不是
和谁去相比。首先你比较
的对象未必就是将来的成
功者；其次，每个孩子的
成长是不可复制的，基因
不同，性格不同，优势缺
点不同，即便勒紧裤带攀
上了你认为的更高阶段的
投入，你也不可能造出一
样的学霸来，更何况，山
外有山，攀比是没有尽头
的。而这种过程中你的焦
虑却会传递给孩子，而这
很可能会对他未来的人生
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花了钱不等于万事大
吉。别以为一掷千金，争
取到最好的学校，最好的
私教，最好的培训班，你
对孩子就“能交待”了。
原生家庭在孩子身上的影
响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大。
钱不能代替父母在孩子教
育中应该扮演的重要角
色。最好的教育永远来源
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孟母
三迁，人们看到的大多是
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
性。不过如果孟子的妈不
是孟母，而是薛姨妈，不
知道孟子长大后会不会变
成薛蟠？孟母之功，非仅
止于择邻而居，更是对孩
子教育的关注，对孩子习
惯养成而倾注的心血和长
远的眼光。历史上家境显
赫却养出纨绔的例子举不
胜举。

尽已所能给孩子提供
好的教育条件，是父母爱
护孩子的天性使然。大头
菜并不觉得这是金钱所能
衡量的。

记者 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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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但童年真的还有起跑线
么？

记者了解，在现有的政
策下，宁波的孩子从上幼儿
园起就已受到了户籍、地段
等硬杠杠的限制，为了让孩
子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好的
成长和学习环境，一些经济
条件具备的家长果断选择了
私立幼儿园。殊不知，宁波
现有的私立幼儿园学费动辄
需三四万元一学年，还不含
校服费、搭伙费、保管费等
零碎费用；个别如鄞州赫德
实验学校、余姚哈罗贝贝国
际幼儿园、慈溪安琪儿幼稚
园国际班等幼儿园，学费更
在8万元至10万元不等，这
意味着，还未起跑，家长们
就得在孩子身上砸上二三十
万元的本钱。

小学和初中的教育投入
越发让户籍、地段以外的家
长们挠破头皮。

再有三年，市民徐女士
的孩子妮妮就要上小学了，
为了让孩子就读自己满意的

镇明小学，去年年底，徐女士
便开始为学区房的购买和孩
子户籍的迁移忙碌起来。“经
过一个多月的奔走，花费100
多万元买套老房子，为的就
是让孩子能够顺利入学”，如
今，她总算舒了一口气。

若取道民办学校，孩子
的入学成本一样高昂。我市
公有民办学校如蛟川双语小
学、蛟川书院、蓝青学校
等，一年学费普遍为5万元
左右，但每逢升学阶段，这
些热门学校总人满为患，就
学难度并不亚于好的公立学
校；而如华茂外国语学校、
赫德实验学校等纯民办的小
学、中学阶段每年的学费则
高达10万元以上。十二年下
来，百万元的学费开支，加
上生活费、补习费等，实非
一般收入的家庭能够担负。

国内大学的教育开支较
小学、中学以及幼儿阶段相
对较低，普通高校每年学费
约5000至7000元不等，民
办高校一年也不过1万至2
万元，艺术类高校相对高一

点，加上住宿费、搭伙费，
一年一般3万元左右。但若
有送孩子出国打算的家长，
显然需要早早地积累财富。

记者从宁波新通出国留
学中心获悉，目前，学生报考
美国、英国以及澳洲、新西兰
几个留学目的地国家普遍以
公立学校为主（美国为公、私
立并行），每年的留学费用为
30万元至40万元不等，其中
学费、生活费各一半；法国和
德国的公立学校学费均可
免，生活费5万至8万元一年
（法国私立学校 15 万元一
年）；日韩留学费用主要看地
区，一般 8 万至 10 万元一
年。

按照现有的费用标准，
记者粗粗算了一下，若真的
不计成本，一个孩子从幼儿
园到高中毕业，光在学校里
投入的教育成本就可高达近
200万元。如果选择出国完
成大学学业，家长还需另外
承担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
元的教育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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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让孩子成为一
名学霸，有 41%的家长认
为，主要靠孩子自己好学；
31%的家长表示，要努力为
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资源；
而仅有27%的家长表示，要
循序渐进。

对于对孩子的投入问
题，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资
深教师桂维诚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人们对孩子教育的日渐
重视，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
或许确实要投入不少的金
钱，但作为家长，了解和尊

重自己的孩子，然后做出理
性的选择非常重要。”

桂维诚说：“教育消费
不应过度消费，更不应盲目
消费，当下，恰恰有不少家
长，眼见着人家热火朝天地
培训，为了买个安心，也给
孩子报上这样那样的辅导
班，将孩子的优秀与否圈定
在了成绩和分数之上，却忽
略了孩子的心智和情感，实
际上是将教育窄化了，须
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孩
子充满自信和智慧、爱和希
望，而不是成为一个个会机

械学习的机器人。”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

我们现在最在乎的事情，未
来可能都变成一个笑话”，
有人在《AI时代生存》中也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保证孩
子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
自我驱动的学习，才是在这
个时代能够生存下来的基本
能力。

因此父母们在为孩子的
未来焦虑的同时，不妨静下
来仔细想一想，孩子们真正
的需要是什么。

记者 崔凌琳

家长们在孩子身上投入
的教育资金又岂止是在学
校，那些形形色色的升学考
补习、兴趣班培训——少则
60元一课时，多则每小时
300元以上，家长对孩子的
投入几乎不计成本。

关于“宁波家庭的教育
消费结构”，我们通过《宁
波晚报》官微进行了一场问
卷调查，截至昨天傍晚，共
有361位家长填写了问卷。

调查显示，在教育支出
中，上交学校部分（包含学
杂费、班费、校服、住宿
等）的占比普遍不高，六成

以上家长认为这部分支出只
占30%至40%。

义务教育阶段帮多数家
长省去了一笔费用，因此这
一阶段家长们普遍将大部分
的教育支出用于报名辅导
班、兴趣班之上。

在受访家长中，有近半
数的家庭教育费用支出占据
家庭收入的比例为1/4到1/
3，另有三成以上的家庭教
育费用支出占据家庭收入的
1/5；还有一成多的家庭每
年对孩子的教育费用支出甚
至超过了家庭年收入的一半
或一半以上。

随着孩子的成长、升
学，绝大多数家长面临着
择校的难题，家长们无一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读
名校，在更好的学习氛围
中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
受政策以及费用的因素，
让相当一部分望子成龙的
家 长 力 不 能 及 。 尽管有
45%的受访家长坦露在对孩
子培养的过程中承受着不小
的经济压力，但在问及“在
孩子的培养上是否有过度消
费之嫌”时，多数家长仍表
示否定，可见孩子教育在家
长眼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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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辅导班支出已占大头

上名校花百万拼娃不稀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