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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家长 无奈的学生

只因老师也要过年
专家：教育是长跑，大量补习摧毁

整个寒假只休
息了两天，即使是在
大年三十，还在做培
训班的习题；到重点
高中实验班报到的
第二天，就立即到培
训班试听课程，因为
有更优秀的学长打
“飞的”到北京参加
培训……虽然几乎
所有的人都已认识
到让孩子过一个
快乐而充实假期
的重要意义，可
一旦面对激烈竞
争的现实，假期
便成了“好美好
美的理想”。
记者连日采
访发现，“为
了孩子好，
不 输 给 别
人”，相当
多的家长
仍违心地
将孩子送
进 培 训
班。

张同学今年读初三，好动爱打篮球的
他，如今只能在每周六晚上有一个小时的时
间“放风”。“有时间休息，那才叫寒假。”张同
学吐槽说，这个寒假他只能休息两天，而且这
两天还是因为培训班的老师也得过年。

张同学的成绩不好不坏，为了能顺利
进入重点高中，父母很拼。张同学的妈妈
也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很辛苦，但这并未

动摇她让儿子上培训班的决心。对于父母
的安排，张同学没有什么怨言。可就算知
道培训班的费用很高、老师也特别难请，他
还是对课程内容没兴趣。

以下是张同学寒假的作息时刻表：
7：00 起床
7：50-12：00 两门主课培训
12：00 午餐

13：00-17：00 两门主课培训
18：00-20：30 特长班培训
22：30 洗漱睡觉
从时刻表上可以看到，张同学几乎没

有自己单独的时间。而开学后，他的起床
时间将恢复至6：20，所有的培训被压缩到
放学后。晚饭后到睡前的所有时间，他几
乎都会在培训班里度过。

整个寒假只能休息两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大多数上
培训班的孩子而言，在被送往培训班的车
上吃盒饭，或者啃面包充饥，又或者在返程
的车上睡着，这都是常有的事，不少孩子甚
至从小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近日，记者随机对50名中小学生进行
了一项微调查。调查显示，参加培训班的

学生约占80%，只有10名孩子在这个寒假
休息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其中，90%的孩
子是在父母的要求下报了培训班。

高先生家住镇海，孩子今年读小学二
年级。现在家里满墙贴的都是培训班的课
程表，父母“分管”文化课与特长课。每逢
休假，父母便会拿着课表做填空题，最大限

度地“瓜分”孩子的时间。
许先生的儿子在我市某重点高中读高

二，“久经沙场”的许同学一直都按父母的各
种报班计划行事，有条不紊地当着乖孩子。
当然，也会有那么一点小插曲：放假前，许同
学在夜自修后“擅自”看了会儿闲书，“东窗
事发”后，他被父母“剥夺”了住校的权利。

车上吃饭、睡觉是常有的事

“不参加培训班的孩子应该是凤毛麟
角吧。”市民袁女士忧虑地说，越是优秀的
孩子，家长越抓得越紧，这个寒假她没让孩
子参加培训班，估计和别的孩子又拉开了
一大截差距。

袁女士的儿子小波在别人眼里已经是
个学霸了。小波今年在我市一所名校读初
三，经过考试，考入了对应的重点高中实验
班。也就是说，在初三下学期，当其他同学
埋头准备中考的时候，小波已经不用再为
中考操心了。

初中升高中大事已定，按理说，小波一
家人可以放松地过个开心的春节了，但袁
女士在孩子到高中报到的第二天（放寒假
的第一天），就安排小波到培训班试听课

程。“我们几个比较熟的家长在一起寻找合
适的培训班，大家都认为时间太宝贵，不能
有丝毫的浪费，所以组团来看看。”

袁女士告诉记者，实验班的学生目标
很明确——在高考时冲击名牌大学。“我在
网上看到过一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2016年在浙江的录取榜单，让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通过高考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浙
江考生仅39名，仅占总录取人数的十分之
一左右，越来越多的学生是通过三位一体、
自主招生等方式进入这些名校。而通过这
些方式进入名校，需要学生参加各类竞赛，
并取得好成绩。”这位有心的妈妈已经开始
研究高考招生政策了。

小波的目标是参加物理竞赛。“我们的

计划是，学完高中物理课程后，还要学习大
学物理的内容，充分抓住机会参加竞赛，争
取获奖，如果在省赛中拿个一等奖，就会有
高校来跟我们联系了。”袁女士一家早已规
划了孩子下阶段的学习计划，“这时候家长
能做的，除了学校的统一动作外，就是在课
外给孩子找好的培训老师，帮他一把。”

“我们也知道，走竞赛这条路会很辛
苦，但所有走上这条路的人都在拼。”袁女
士说，“我这还算一般的呢，我有个朋友，她
孩子在宁波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二，这个寒
假一放假，就飞到北京去参加一个竞赛培
训班，我朋友请了假全程陪同。我朋友说，
北京的竞赛培训班非常专业，而且各类信
息很多，她觉得付出再多也值得。”

飞赴北京参加竞赛培训班

尽管很清楚孩子和自己的内心是极不
情愿的，但家长们还是为将孩子送进培训
而坚持苦熬。无论从人力、心力还是财力
上来说，都是如此。

给孩子报培训班是一门体力活儿，也
是一门技术活。今年寒假，家长们的报班
热情自然不输以往。“雅戈尔体育馆一带”
是某些家长心目中热门培训班的代名词，
在年前的一波报名热潮中，有家长凌晨“自
带小板凳”，在冷风中熬了三四个小时，终
于给孩子报上了心仪的培训班。

“火爆的课程需要秒杀，而好的老师还
需要动用人脉，套路很多。”家住奉化的李
女士说，现在有些培训机构为了方便家长
抢课，还有专门的APP让家长下载。临抢

课前，她什么事情都搁一边，全神贯注地等
着刷课，生怕自己“手慢无”。她补充说，给
孩子抢到优质课程后，家长又成了“候鸟”，
随班而动，负责接送孩子。大部分的时候，
她老公将孩子送到培训班后就在车内补
觉。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高额的培训费
用已经给很多家庭造成了沉重负担。以一
名初三学生为例，最基础的培训课，如每天
放学后的“做作业班”，年均花费1万元；寒
暑假，视课程内容（文化课）及培训档次，少
则七八千元，多则几万元。如果是不错的
培训学校教师，32个课时需要1.6万元，一
个课时3小时，也就是说，每小时价值160
多元。

一名家长透露，如果想上“特约教师”
的培训课，价位还会更高一些，480元一个
课时（2小时），而且还要托关系，否则还不
一定有机会。

有个例子让人咋舌，张先生是位企业
家，经济实力雄厚，对孩子的培养更是不惜
血本。在儿子初中升高中那一年，他花了
近20万元的课外培训费，为儿子请到了语
数外科等主课的老师，一对一进行辅导。
他告诉记者：“这些老师很难请的，我也是
想了很多办法才请到了这些老师，好老师
就像好中医，一搭脉就知道孩子哪些方面
需要加强，哪些方面可以追分，一年下来，
效果还是明显的，最后他考上了一所还不
错的高中。”

480元一课时，还要托关系才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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