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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的调查中，不少受访的家
长表示，送子女去培训机构参与应试
导向的培训是“被逼”的。果真如此
吗？

引起家长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对于老师“课上不讲课后讲”“跳
讲”的担忧。某些培训机构和一些教
育公众号则成为这种焦虑的放大器
和集散地，持续制造着“不补课就落
后”的恐慌情绪。记者调查了解到，

在主管部门的严厉查处下，老师“留
一手”的做法已极为少见。

“被逼”的另一种解释：别的孩
子，特别是一些成绩好的学生都在补
课，那么成绩还不如他们的就必须跟
上。再追问下去，家长会说，“还不是
因为升学考试！”这番解释的背后其
实是家长过高的期待。全国特色教
育先进工作者、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天府校区）校长芶鹏说：“我们需要

让家长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不是每
个孩子都能上北大清华。”

“被逼”或许还是家长对自己难
以尽责的一种心理安慰。不少家长
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更不
用说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学习习
惯。在周末和寒暑假把孩子送进培
训机构，以免孩子沉湎于上网或者打
游戏，看似合情合理，实际是“外包”
了家长应尽的教育责任和义务。

“禁补”之后“进补”依旧
——校外培训市场调查

针对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
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等问题，教育部等四部门2月底宣布将联合开展专项治理
行动。一个多月过去了，校外培训市场有何变化？记者进行了调查。

一个工作日的中午，记
者以家长身份来到成都高
新区一所重点小学附近的
奥数培训机构。曾经贴满
宣传资料的告示板上空空
如也，记者被告知相关资料
发完了，具体课程介绍需要
等孩子来做了测试再说。

“巧合”的是，邻近的两家培
训机构也表示暂时没有宣
传页和教材可供展示。

“教室门口的课表、墙
上的招生海报全不见了。”
与记者同行的一名家长告
诉记者。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一
所培训机构负责人说，教育
主管部门已就经营资质、教
学方法、教材等进行了检查，
提出了整改要求。记者在现
场翻阅该机构在用的四年级
数学辅导教材，看到了不少
小学奥赛的经典题型，涉及
等差数列、鸡兔同笼、面积计
算等。这名负责人说：“新的
教材我们还在编写中。”

何老师在成都一所知

名中学教英语，他告诉记
者，现在“补课”是敏感词，
但同事参与补课的现象仍
在继续。“校长开会专门提
到了这个事，说大家要注意
安全。”何老师说，这句隐晦
的话翻译过来，就是提醒大
家补课的时候要低调行事。

对于专项整治行动的
效果，五年级学生家长张玲
摇摇头说：“没用。那些机
构只不过是把教材的封面
撕了，改头换面包装一下，
但培训的还是那些内容。”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学
生同一个学科换两三个不
同的地方补习的现象仍然
普遍，初中阶段语数外物理
化学“满汉全席”式的补课
也并不罕见。同时，学业成
绩处于不同层次的学生普
遍参与补课的风气已经形
成，成都一家主打语文培训
的机构甚至把学生分成“培
优班”“尖子班”“状元基地
班”，分班的做法从小学一
年级就开始了。

主管部门整顿清理课外培训市
场的“重拳”，为何市场反应平平？

受访的教育工作者认为，课外培
训市场的走向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
家长的教育理念。如果错误的教育
观念得不到纠正，功利化的心态仍然
主导，那么教育主管部门规范市场的
努力必将大打折扣。

芶鹏建议家长保持正确的教育
价值取向，不要盲目攀比。“过多的横
向比较会增加家长的压力，而这些压
力会传导给孩子，容易使其在被动接
受的过程中渐渐失去对学习的兴趣

和爱好。这样孩子往往忽视在学校
的正常学习，而陷入补习、补习、再补
习的恶性循环。”芶鹏说。

“目前校外培训机构更多以短平
快的应试提分为导向，教学方法大多
没有什么创新，不过是课堂教学的延
伸。”四川省眉山市青神中学副校长
王晓梅说，决定孩子成功的最重要因
素是发展一系列的性格特质，包括自
我控制、责任心、自信心、好奇心等
等。跑在前面的孩子，往往自我管理
强、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高。作为课
堂教学的补充，补习班无法实现这一

目标。
芶鹏同时建议，从学前阶段开始

就加强家长在教育理念方面的系统
培训，使家长学会信任老师，并保持
良好的沟通，形成家校教育合力。芶
鹏说：“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学校教育
仍然是最系统的教育体系：老师不仅
关注孩子的成绩，还关注孩子习惯养
成、性格特质培养、综合素质发展等
方方面面。家长主动和老师沟通，了
解孩子的情况，并积极配合老师在校
外时间进行教育是帮助孩子健康成
长最有效的途径。” 据新华社

性格特质的培养比补课更重要

“被逼”的悖论转入低调，生意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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