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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 邵阳学院刘运喜 校外培训班的兴起和长盛不衰，与家长
的推波助澜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许多家长的潜意识里，让孩子上
校外补习班是帮助孩子尽快提高成绩的捷径， 能弥补学校教育
不足。 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真正优秀的孩子并不是靠“烧钱”
获得好成绩的。 笔者认为， 真正的教育在学校， 真正的功夫在
校内。 提高孩子成绩， 家长最应该做的是积极支持配合学校教
育， 培养提高孩子自主学习能力， 千万别把希望寄托在各种校
外补习班上。

@ 邵阳市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笔者认为， 中国僵化的
“应试教育”体制是造成学生校外补课的根本原因。虽然政府大力
提倡“素质教育”，坚决反对“应试教育”,但唯“分”论英雄的现象
仍然普遍存在，整个社会仍然在为学校排名次，用“升学率”的高
低来评价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一些家长为了孩子能够挤入重点
学校，产生了平时花“小钱”今后赚“大钱”的想法，即使“砸锅卖
铁”也要让孩子补课。

@ 湖南大学钱谦 不否认市面上存在不少既“烧钱”又“伤
心”的培训班，但不能将之一棒子打死。 笔者就上过某培训班，相
比传统课堂教学，培训机构的课程有意思、不乏味，老师打破固有
模式，课堂气氛生动活泼，教学方法大胆前卫，每个学生非常勤奋

努力。
@ 读者乔英杰 从理论上说，“烧钱”补课肯定不值。 一是动

辄每年数万以上的天价补习费用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二是校外
补课未必真能起到“提分”作用。 但若从现实角度来分析，值与不
值恐怕会同时存在：提分了，受益了，家长肯定会认为自己的钱花
得很值；反之，如果钱没少花，却一点作用没起，那么，这钱显然
“烧”得不值。

@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中学贺海平 很多校外补习班虽工商
手续齐全，但有关部门往往未对广告内容、补课形式、收费标准、
办班条件及违规处理等制定相关标准， 更缺乏动态跟踪管理，于
是出现各种补课乱象。事后，家长们被补习学校的噱头造势、高价
收费所害，花了不少冤枉钱。 对此，主管部门应出台严厉制度措
施，加以有序管理。

@ 龙山县教体局向碧波 让孩子上个培训班，接受一对一的
辅导，摒弃常见的题海战术，多学习一些技能，多掌握一些与学校
教育不一样的考试技巧，这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现在天价培训盛
行，说明有市场，家长迷信“名师”噱头，导致培训价格水涨船高。
这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把好校外培训的认证关，规范好授课课时
的收费关，引导好家长的正面教育观。

“烧钱”上天价补习班 值吗
新学期开学，提高班、尖子班、超常班等等各类校外补习班已吹响了“招生”的号角。与此同时，很多校外补习班的负面消息铺天

盖地：有人每年花掉家庭收入的一半供孩子上补习班；有普通家庭花了 13 万让孩子上全托补习班，4 个月后成绩却下滑 140 分；有
个别校外补习班的授课老师，年收入高达 200多万元……从这一组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校外补课有多“烧钱”了。

（3月 2日 搜狐教育）

近日，随着辽宁省大连市大部分中小学开学，在西岗区八一路开打印社
的于女士却因打印众多的电子报累得犯了颈椎病。

在于女士的打印社有不少等待的顾客，原来这些顾客都是来给孩子做电
子报的。 于女士开的店铺附近有两所小学，其中一所小学从二年级到六年级
都布置了相同主题的电子报作业。对此，有人表示，孩子的作业应让孩子自己
完成，他人代劳失去了作业的意义。而学校在布置作业时，也要尽量考虑学生
的年龄特点和能力。 王铎 /绘

突击“买”作业

新学期伊始，杭州拱墅区教育局连同全体初
中校长给家长发了一封倡议书：“如果您的孩子
晚十点后还没完成作业， 我们建议选择不做，只
要您郑重签字，第二天递交给老师即可。”拱墅区
全体初中教师也发出了一封“晚十点、不作业”承
诺书。 二者意在改变“熬夜 =勤奋”的观念，给孩
子一个正常睡眠。 （3月 1日《钱江晚报》）

让中小学生正常“睡饱”就能上热闻，就能成
为人性化教育的表达，这如同冷笑话，但真的一
点不奇怪。 两年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在十
个省份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近 6 成
中小学生（近 1 亿）睡眠达不到国家规定的 9 小
时标准，或因作业太多或因课外班占时。 深夜的
城市，透过一扇扇点着灯火的窗子，会看到多少
伏案的孩子？ 会看到多少在旁边焦灼指点的父
母？这一幕，恐怕也是今天中国故事的一个侧面。

一亿的数量，可能能和饥饿年代吃不饱的孩
子数量比肩。 当年， 不知有多少孩子在追求
“吃饱” 的路上“嗷嗷待哺”， 直到成年之后都
难以忘记饥饿的滋味。 现在， 在改革开放四十
年带来巨大的历史跨越后， 貌似同样在马斯洛
需求层次底层的“睡饱” 问题却成了让孩子家
长普遍头疼、 让教育者反复求解的问题， 甚至
可能也在这一代人身上打下烙印， 这种现象很
值得探究。

如果说， 当年能不能吃饱的诘问， 源自于
物资匮乏、 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 最终催生了
一种以物资丰盛、 经济向好为目标的发展眼光，
催生了一种物重于人的生活态度； 那么今天能
否“睡饱” 的问题， 则是来自于对上述态度的
反省， 即， 应以寻求人的自由度、 舒适性、 丰
富性为最大目标， 而不是把人当作换取目标
（比如 GDP， 比如成绩， 比如升学） 的手段。
上述反省和价值观的重塑， 客观上要求教育重
新厘定自己的角色功能。

所以人们看到， 除了不要让作业争夺睡眠
外， 教育领域还有很多普遍性的反省。 比如，
教育不是逼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而是要带孩子
跑一场马拉松； 比如， 学校不是要规训出一样
的孩子， 而是要培养不一样的孩子； 比如， 孩
子不应被当做批量、 可复制的工业品， 而应该
被看作具有瑕疵和唯一性的艺术品； 一个社会
不是只有普通人和“人上人” 的分别， 而是有

“个性” 和“活法” 的差异， 等等。 这些反省，
已经进入大众讨论的层面， 实际上正是需要

“睡饱” 的时代对追求“吃饱” 的时代的批判。
一个人有合理睡眠，才是健康的生活，才能

成长和发展， 才有能力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这
是最基本的常识。 还给孩子合理睡眠，正是回归
常识。实际上，不只是教育，改革开放四十年所达
成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让社会运转的规则回归
常识，回归人本态度。 正是这种态度在漫长时间
中的巩固，让今天的孩子能理直气壮地喊出“睡
眠最重要”，并不必再担心回到求“吃饱”而不得
的年头。

莫让孩子睡不饱
□ 易名

近日，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靖安校区的
建筑引发网友争议。 该校区装潢和古代皇宫类
似，护城河、城墙、黄色的琉璃瓦、红墙、汉白玉
围栏一应俱全，拟总投入 10 亿元。 华东交通大
学理工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学校把校区
建设成仿古模式， 主要是想通过展示中国传统
文化，把校区打造成为一个亮点，供学生艺术写
生、培训。

仿古校区一出现，立即遭到网友“到底是上
学还是上朝”的吐槽。 作为现代社会的专业教育
教学机构，选择这样一种复古、传统的风格建构
校园环境，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有别于那些
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名校， 一所新兴大
学的新校区在建筑风格上透露出过于强烈而生
硬的仿古意愿， 注定要被放在舆论场中审视一
番。

当然，需要厘清的是，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
院属于独立学院，作为民办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其原本就是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创办的。 有
鉴于此，花费 10 亿打造仿古校区，其实也算是
办学者行使自主决策权的体现。 该校相关工作
人员解释得很清楚，仿古样式为的是“把校区打
造成亮点，供学生艺术写生、培训”。 从某种意义
上说，此举完全可以看成是市场化的经营选择。

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很多民办院校看来，自
己的主要使命并不是求索真理、精研学术等等，
是能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找到一份工作。 而对
于另一些民办院校来说，存活下去、打开市场、
赢得名声才是最迫切的———无论是斥重金打造
仿古校园，还是其他类似的尝试，都可以看成是
办学者明确自身特色、寻求“比较优势”的一种
努力。

而类似于“有钱不如投入到科研中” 的说
法， 实则忽略了高等教育的差异性与分层化问
题。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 道理诚然如此，但对于一些
大学来说，在“大楼”上做好文章，是一个虽冒险
却最现实的选择， 也是其为数不多可以发力的
方向。

很多时候， 某些民办院校的办学者在经济
利益和教育使命的拉扯下， 在市场逻辑与办学
传统的碰撞中，越发变得无所适从。 多重因素作
用下，高校建造仿古校区，无非是想通过独特的
校园建筑风格来扩大知名度，以达到竞争生源、
拓展市场的目的， 对此无需过分苛责或给予太
多的期待。

高校造“皇宫”
是现实之选

□ 然玉

“孩子下午三点半就放学，家长无法接
送怎么办”“是否会重拳治理校外托管班乱
象”……

“问题提得好！”陈宝生坦言，“三点半现
象” 既是年轻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烦恼，也
是社会发展中的难题。“教育部将探索依靠
社会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并加大力度治理校
外托管班乱象。 ” （3月 4日新华视点）

“三点半现象” 更多地表现在大中型城
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
定阶段的一个产物。关心这个问题的年轻父
母们正处在职业发展和孩子抚育的关键阶
段，由于分工、作息时间的不匹配，他们没有
办法接孩子，带来了“成长中的烦恼”。“三点
半现象”是一道民生考题，应该设法破解。

事实上，针对“三点半现象”，政府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去年 2 月，教育部就
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
指导意见》， 要求各地充分发挥中小学校主
渠道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
等方式不断完善经费保障机制，按照学生家
长自愿原则，普遍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
作。

然而，破解“三点半现象”也不是一件一
蹴而就的事情，还需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一要做到“因地制宜”。 破解“三点半现
象”， 各地还应积极探索新路子新模式，“各
走各的路、各出各的招”，要针对不同模式的
长处和不足，探索适合自己的破解“三点半
现象”办法。

二要坚持“问题导向”。比如，实行“弹性
离校”制度，三点半到五点学校托管孩子，其

时间是否还属于义务教育时段，老师的劳动
时间加长了，负担加重了，相应成本怎么分
担， 相关政策相应劳动法规怎么调解等，就
值得深入研究，做好顶层设计。

三要对校外托管乱象“切一刀”。 针对
“三点半现象”的学生校外托管，关乎家庭利
益，关乎孩子健康成长， 不能无视现实需求
为了安全等“一刀切” 关停， 也不能任其
野蛮生长， 而应该“切一刀”， 为其戴上

“紧箍咒”。 一要健全制度， 出台专门法律
规章， 做到依法设立、 依法管理。 二要落
实监管责任， 明确属地政府以及教育、 卫
生、 公安、 消防等职能部门职责，追究渎职
责任，做到“都管都来管”。三要加强公开，发
动家长和社会力量监督，以监督促进校外托
管经营者依法经营。

如何破解“三点半现象”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