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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关注

“双语幼儿园”“一对一外语教学”“0 岁英
语启蒙” ……随着全球化脚步的不断加快，
“英语热”逐渐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 还在牙
牙学语的小娃娃们， 被时髦的年轻父母冠以
“Sophia”“Kevin”“Allen”等洋名 ，风雨无阻地
出现在各大英语培训机构， 接受着金发碧眼
的“老外”熏陶。 这一幕，已成为今天中国学前
教育的一个缩影。

近日， 记者走访了长沙市十几家英语培
训机构及双语幼儿园， 并采访了多位外教老
师，打探到了不少“外教市场”不为人知的秘
密。

收费贵 效果不理想

在长沙某大型购物广场的一角， 一家主
打纯正英语教学的培训机构显得有些冷清。
3～4 名儿童在不到 10 平米的教室内和外教
正“玩”着。 前台接待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女
生，她告诉记者，该机构的外教均来自欧盟国
家，具备国际教学认证。“和别家只记单词的
传统教学模式不同， 我们打造多感官的学习
体验，借鉴欧美先进教学经验，让孩子在快乐
中学习。 ”

记者了解到， 该机构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设置不一样的课程，0～3 岁的孩子以母
语思维的建立为主，3～6 岁则会进行日常对
话训练，6～12 岁侧重阅读和写作能力， 一共
100节课，价格大约是 15000元。“这价格不算
贵，我们是品牌，教学效果您放心。 ”销售顾问

说。
关于教学的实际效果， 记者就近采访了

几位家长。
“我带小孩试听过一节课，全是玩游戏，

没什么意思。 ”王女士坦言，这种外教课水分
太大，不值得她花上万的费用。

“感觉外教上课的内容，只要是大学英语
过了 4 级的人都能教。 ” 一名上班族告诉记
者，与其掏钱给外教机构，不如自己在家教。

“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让她感受一下语
言氛围也好。 ”张先生表示，“别人家的小孩都
在上，我家的也不能落后。 ”

像张先生这样，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家长不少。 他们是外教市场的主要“财源”，
成为各大培训机构争相抢夺的对象。 记者调
查发现，水涨船高，长沙市外教培训机构的费
用动辄上万，最高的达四万，好一点的双语幼
儿园每月费用也高达四、五千，外教的月薪也
非常可观，大都在 12000～22000元。

聘用制度太严 培训机构铤而走险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收费贵、效果不理想
之外，在一些培训机构，“骗”人的事情也屡见
不鲜。

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教告诉记者，他
所在的培训机构有 7 名外教， 但只有 3 名拥
有工作签证， 还有 3 名旅游签证，1 名学生签
证。“有个外教刚满 19岁，他不仅没有大学学
历，而且没有任何教学经验。 ”

记者了解到，
根据中国最新颁
布的法律，外教要
想获得工作签证，
必须毕业满 2 年，
出示大学学位证书、无犯罪记录证明、国际认
证的通用英语教师资格证书或对外教学证书
等， 而要想获得英语培训机构的工作还需经
历一系列复杂的程序。 严格的工作准入制度
将一大批没有资质的外教挡在门外， 而面对
日益膨胀的外语学习市场， 各大培训机构只
好铤而走险，通过各种手段招揽“洋脸孔”。

记者在某国外求职网上看到， 很多国内
培训机构开出诸如“免费食宿”“免费旅游”等
条件“诱惑”外教前来工作，有的竟然提供“免
费英语教师资格培训”，而几乎所有的招聘广
告上都赤裸裸地写着“不需要教学经验”。

“国内的家长很重视外教的国籍，肤色，
口音，金发碧眼的最受欢迎，只要你是一张白
人脸孔，就能顺利获得工作。 ”这些非法工作
的外教在培训机构的几番包装下， 摇身一变
成了来自英美国家、发音纯正、具备高学历和
丰富教学经验的教育专家，“忽悠” 着广大望
子成龙的家长们。

如何选择好外教机构？

在培训机构工作 3 年的美国外教 George
现身说法，告诉记者如何选择好的外教机构。

外教的国籍、肤色、口音都不重要，上课

技巧和教学经验是最重要的。“白人老师不见
得就比黑人老师厉害， 带有美国西部口音的
老师也许比一口纯正伦敦腔的老师更懂得教
学方法。 ”George 说，比起词汇、口音，语法和
思维训练是最重要的。

如何检验外教的英语水平？ 如果自己不
会说英语， 不妨找一个英语好的朋友听老师
作自我介绍。

学生和老师数量配比。 一个班 6～10 人
最佳。 人太少不好分组，人太多老师难以照顾
到每个学生，再搭配一个中文老师，中英文结
合，教学效果更好。

看有没有测试小孩英语水平的专业试
卷。 这是衡量一个英语机构是否专业的标准。

不要太急着付款。 付款前销售顾问通常
花言巧语，付款完可能就变了副嘴脸，要找到
诚实而专业且适合自己小孩的老师， 通常需
要 10节课时。

安全最重要。 首先要看这家机构的应急
措施是否到位，消防通道是否畅通。

卫生要达标。 洗漱间的肥皂、模具是否齐
全。 很多小孩经常生病导致不能来上课，与学
校卫生环境差有直接关系。确保孩子在培训学
校经常洗手，这是阻止病毒传播的最佳方式。

陪写焦虑？ 只因打开方式不对

“上班累了一天，回到家还要陪孩子写作
业，经常会折腾到半夜！ ”家住长沙市湘江世
纪城的肖妈妈表示，自己脾气不是特别温和，
加之工作压力大， 所以很多时候陪儿子写作
业容易被激怒，“一个题目总弄不明白时，我
的坏情绪便会爆发”。

肖妈妈说：“儿子的年龄越大， 脾气也越
倔。 ”小学期间，还能管得住，可自从读初中
后，母子矛盾就一再升级。 上周，母子俩爆发
了一场“战争”：“我刚批评他几句，他居然威
胁我，‘你再吼我，我就不写了。 ’”肖妈妈气得
给了儿子一巴掌。 儿子摔门而出：“我再也不
回这个家了！ ”……

郴州市第一中学菁华园学校的学生家长
邓启勇告诉记者，他一直在广东打工，只有周
末才有时间陪孩子。 难得回来陪女儿写一次
作业，却发现女儿英语成绩不理想。“我自己
英语不好，也没有多余的时候去提升自己。 我
不知道怎么教孩子，所以只能要她死记硬背。
可她一个小时背一个单词都背不出来。 英语
不好，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 我不希望她像我
一样赚辛苦钱。 ”焦虑的怒火压抑不住了，他
开始大骂。

陈爸爸是画家，妻子是钢琴老师。 陈爸爸
表示：“以前，我们总想着子承父业，可在艺术
方面，孩子就不是这块‘料’。 为这，我们没少

吼他，摔过画笔，砸过画板……我和他妈妈也
还算有身份的人， 他这样让我们觉得很没面
子，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医院抱错了孩子。 ”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儿子在奥数方面有着惊
人的天赋：“在奥数培训上， 我们没花什么精
力和金钱， 他却在奥数考试中考了一个很好
的成绩。 ”现在，陈爸爸也愿意学一学科学的
育儿理念， 不再强迫儿子做不擅长的事了：
“学艺术是我们一厢情愿，对孩子发怒、吼叫，
只是因为期望过高的我们太过焦虑。 ”

换位思考是改变焦虑的开始

“这个是 6，这个是 9。 ”长沙县第三中学
的团支部书记刘超， 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
教四岁的女儿分辨这两个数字了。 就在他情
绪到达顶点时， 他的妻子走了过来：“你去休
息一下吧，我来教。 小孩还在上幼儿园，分不
清很正常。 而且就算分不清， 也不能代表什
么。 ”

“我们几乎没有因为陪娃写作业大吼发
怒。 首先，我们两口子一般都是这样轮换辅导
孩子。 其次， 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情绪不对
时，会相互提醒，避免负面情绪的互相传染。 ”
刘超表示，要多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问题，有
些东西学不好，理解不了，分不清是情有可原
的，不要把大人的想法强加给孩子。“6像个舀
汤的勺子，9像个捕蝴蝶的网子。”他们发现形

象记忆法很适合他们的女儿。 最后，困扰他们
家多时的两个数字， 在不吼不怒不焦虑的情
况下，愉快地解决了。 刘超说，“很多时候，不
是孩子的问题， 而是家长的方法与心态有问
题。 ”

“女儿有一段时间写作业特别磨蹭。 ”衡
阳县一中的英语老师黄老师 9 点下班回到
家， 女儿作业还没写完。 黄老师问她怎么回
事？ 女儿不说话，坐在一边的奶奶说话了：“她
一会吃东西，一会找文具，实际上就是想偷瞄
电视机。 ”听到这，黄老师知道了，是家庭环境
影响了她。 当天，黄老师就和奶奶商量，并约
定： 为了避免小孩学习分心， 以后小孩学习
时，不在客厅看电视。“孩子是我们的一面镜
子。 大人在客厅看电视哈哈大笑时，小孩学习
会受影响。 ”

就读于湖南师大附中高二年级的刘智
珉，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的范本。 他学习
自觉，成绩优异。 他说：“我们家的学习氛围特
别浓厚，这对我影响很深。 ”据了解，刘智珉读
小学时，父母为了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总
是有意无意地坐在他身边看书。“有一次我还
发现，我爸‘看’的书拿反了。 为了让我养成好
习惯，他们真是操碎了心。 ”

父母以身作则最有说服力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长沙市明德中

学正高级教师刘立军说， 吼式教育的根本
原因，不是家长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差，而是
家长太焦虑了！ 那么，家长到底该如何缓解
焦虑呢？

刘立军不主张陪孩子写作业。“陪写作业
有阶段性，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特点不同，教
育的方式也应不同。 ”一名焦虑的母亲曾找到
刘立军说：“女儿数学只考了 90 分， 语文 88
分，在班级排名靠后了，该怎么办？ ”在刘立军
看来，小学成绩 90 分很不错了，这与家长所
认为的高分 95 分和满分之间的差距没有那
么大。她说：“家长总是期望孩子完美。一旦发
现孩子不完美，就开始焦虑，殊不知，家长的
焦虑会引发孩子的焦虑。 ”父母应学会放手，
不要以分数论英雄。

家长总觉得孩子小，听话是天经地义。 所
以，总拿成人的标准要求孩子，强加干涉。 实
际上，孩子最需要的是尊重。“在写作业这件
事上，可以和孩子商量，考虑约法三章达成共
识，把做得到的和不能做到的一一列举，而原
则性上的事情要温柔地坚持。 ”

一名学生批评自己的父母： 你们总是手
机不离手，却要求我看书。“教育的极致是行
为的影响。 ”家长只有以身作则教育孩子时，
才有说服力。“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我发现
一条永恒不变的教育规律———反思自己，调
整自己。 ”刘立军说。

让“陪写”不再成为“导火索”
本报记者 王燕

聚焦“家长陪娃写作业”·下篇

你被“外教” 坑 了吗
本报记者 杨雨晴

很多人不解，陪娃写作业而已，家长们为何这么容易焦虑和发脾气？ 大家小时候念书写作业
没有人陪，不也照样考试、升学、毕业吗？ 面对这样的疑问，家长们却不乐意了，他们认为这些不理
解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如今的孩子可不比以前，所学与所要求的都不一样了，“没有哪位父
母不想和孩子好好说话，没有哪位父母愿意整天与孩子生活在硝烟中”。

那么，作业、学业容易成为亲子冲突“导火索”的原因是什么？ 父母该如何化解，并回归平和心
态？ 专家又有何建议？

作业完成了
剩下的就看妈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