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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多家培训机构发现，参
加培训的中小学生很是火热。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给初二的
女儿报了英语、舞蹈、化学。“她
的同学都报了不少班。我不想
让女儿输给其他人。”而因为孩
子放假没人看管，也是家长选择
报班的原因。

对此，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
会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郑
学春认为：家长应该对孩子有个整
体认识，让孩子们在玩中学习。“乐
学”才是给孩子报班的前提，无论
选择什么样的班，孩子的心态及
兴趣是最重要的。孩子愿意学，
半月的班就行了，不愿意学的话，
整个暑期让孩子“苦学”，反而更
让孩子反感。

暑假“大跃进式”补课要不得
一味求快不一定跑得更远，适当“放慢脚步”更利于孩子成长

对孩子来说，并不想让
盼了一个学期的暑期变
成“第三学期”。但家长
却不想让孩子把时间都
花在玩乐上。几十天的
假期，学的分配上，家
长 大 多 是 为 孩 子 报
班。对此，教育界人士
表示：对一些学生而
言，针对性的报些辅导
班，在暑期里适当进行
培优、补差、衔接教育
等辅导，也是保证下学
期能快速跟上课堂教
学，提高成绩的不错途
径。但前提是孩子“乐
学”，效果才最好。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每年的暑假，都会有许
多学生“被”走进补习学
校，而且超前学习新课
已成为绝大部分学生假
期的必修课。学生主动
或者被动地“大跃进式”
追赶着新学期知识的补
习列车，生怕太慢被别
人落下。“这种现状已到
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弊
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
味求快，不一定跑得更
远，适当‘放慢脚步’，也
许更有利于孩子的成
长。”一业内人士如此表
达了自己的观点。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声音
教育也需“放慢脚步”

家长们的苦心在孩子那里却
未必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为数
不少的学生是应家长的要求而

“被”上课、提前学习新知识，这样
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暑假才过
一周我就开始补课，上午两节，下
午做暑假作业，比上学都累。”高
一学生李阳无奈地说。

这种近几年越刮越厉害的衔
接班风好不好？学习是否需要超
前？曾获得过我市“名师”的李老
师告诉记者，家长的苦心可以理
解，但现在孩子假期超前学新课过
于盲目。李老师分析说，有些孩
子连上学期的旧课程都没弄明白
就匆匆学下学期新课，结果旧课
有欠账，新课听不明白。另外，有
些同学因为假期学了新课，开学
后正式学习时反倒不好好听课。

李老师提醒家长，把自身压
力的转嫁和望子成龙的攀比心理
用在孩子身上，极易造成孩子的
学习厌倦、急功近利、自我怀疑甚
至否定和自暴自弃。假期最好让
孩子多接触社会，增长书本外的
知识。一味求快，不一定跑得更
远，适当“放慢脚步”，也许更有
利于孩子的成长。

让祁女士没想到的是，上
周日本想到书店里为孩子买
一本新学期的物理书预习一
下新课程，和她想法一样的家
长大有人在，走了两家书店都
被告知暂时没书，订货要到下
周才能到。“还没开学，新学期
课本就卖断货了？”带着疑问，

记者走访了多家书店。在一
家专买学习用书的大型书店，
从小学到高中各个年级的课本
在这里都有销售。但初三的物
理、化学课本都脱销了。一位
销售人员说，放假才两天，仅中
小学课本就售出近2000册。

而同样走俏的还有各类

教辅。记者在某书城看到，挑
选教辅读物的家长、学生络绎
不绝。“假期不能荒废了！”已
和孩子一起一块挑了 10 多本
教辅的家长说。

与教材、教辅热销的情况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年文学
类、科普类读物备受冷落。

在课本、教辅书火爆热销的
背后是补习学校的火爆开办。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所辅导学
校，发现这些学校以衔接班作为
主打推出，这些讲授新学期知识
的课程尤其受家长、学生欢迎。

“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

“笨鸟先飞”等，成为大多数家
长送孩子来提前学习新课的理
由。绝大多数家长都表示，看
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假期里忙
着学新课，如果自己家的孩子
不来学就会不放心。“不管他学
多少，先了解一下总比一点不

熟悉要强。”王姓家长说。
农业路上某辅导学校前

台接待员告诉记者，他们的班
型中，有关新学期辅导课程总
是被抢先报完。这样的现象，
在记者咨询的其他几所辅导
学校中同样存在。

市场 家长热捧“燃”起衔接辅导大战

现象“名师”成选班的主要因素

记者采访发现，无论是辅
导机构的主打宣传点，还是家
长择班时考虑的要素中，最终
触动家长们做出选择的因素
是“名校名师”。

“名师”“超前学习新课”
“衔接”等宣传语在宣传单上
是少不了的。一些学校将聘

请知名初高中名师授课的字
眼印在宣传品最醒目的位置。

“孩子读的学校教学质量
一般，我希望孩子能在假期跟
一些名校的老师学学。”记者
随机采访发现，想让孩子借力
名校名师提成绩的家长不在
少数。

打着名校老师旗号的补
习费自然不低。一般大班学
费在每课时 40 元到 60 元，20
人以下的小班学费则在 100~
150 元，一对一的补课价格根
据老师的不同可能达到 500
元甚至更高。一个假期孩子
至少要花费几千元的费用。

现在做学生不容易，要有
特长，要全面发展，要数学、英
语好，还要拿奖。“培优”其实没
错，关键是家长要多问问自己：
我了解孩子吗？他学得怎么
样？他有精力培优吗？

“家长要搞清，学习是有一
套科学方法的。孩子如果学有
余力，对这个学科有兴趣，根据
孩子兴趣来给他加加油，让他
把优势学科学得更牢固，这是
可取的。”联大教育集团初中部

教学主管龚秋生说。家长千万
不能拔苗助长。如果孩子成绩
中等，连课本都没时间学好，报
培优班，跟不上反而挫伤了孩
子的学习积极性。这样的孩子
应该踏踏实实把课本学好。

“培优”要让孩子自觉参与

相对来说，是学生都会有
弱科。“查漏补缺”是家长在暑

期最要注意的，要利用这
段时间让孩子想法把弱

科补上去，以便新
学期能迎头赶上。
但却很少有家长与

孩 子 耐 心 的 沟
通，做工作让孩

子自觉的参与，变“要我学”为
“我想学”。

睿源教育的牛明亮老师认
为，孩子如果提出来想上辅导
班，家长一定要满足这个积极
愿望。如果孩子不想上辅导
班，家长也不可勉强，要平等沟
通，可让他试听课，选择他所喜
爱的机构或老师，报班时间不

能太长，两周到一月为宜。
“养成学习习惯，掌握学习

方法，否则孩子会没了自信和学
习兴趣。”牛明亮提醒家长，一定
要在孩子愿意的基础上报班，学
习的兴趣和习惯不是逼出来的。

另外，最重要的一条是，
“查漏补缺”一定要重在针对
性。这样效果才显著。

“查漏补缺”重在针对性

目前“衔接教育”成
暑期的补习主流。对
此，龚秋生老师表示，

“衔接教育”要以初一和
高一新生为主。其他的
不主张衔接辅导。因为
从小学到初一，从初中
到高一，因科目和教学
方法等差异较大，利用

暑期提前把新知识看一遍，熟
悉知识点，了解自己的难点和
薄弱处，在开学后能更快地跟
上学习进度，就不会太吃力了。

另外，每个孩子的个体差
异性大，性格不同、学习习惯不
同、甚至对老师的风格也有独
特要求，所以更需要量身定制
的教学方案。

“衔接教育”要适可而止

孩子不好好做作业成为家长最
头疼的事。每年都有不少孩子因为
玩乐过度，开学了作业还没有做完。
针对这种需求，一些机构也在暑期
推出作业辅导班。但林荫表示，家
长一定要担当起检查的责任。原
因很简单，孩子写作业不专心、或喜
欢几个人凑在一起边聊天边写作业
等，都会造成孩子作业质量不高。

因此，家长在报这样的班时，
要多与辅导老师沟通，对孩子要
严格要求，培养动脑筋独立思考
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