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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学校应试压力不逃避

面对难度更大的素质教育不放弃

家长自组课外班理性自救

文文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不错的小学的二年级学生，从一年级到现在他每周至少读一本书、学一次英语、游一次泳，而且学会了做风筝、画脸谱、编手链

……

听起来文文的生活就像很多北京的学生一样：每周除了完成学校的学习之外，把剩下的时间扔给课外班。不过与众多孩子不同的是，文文在课外的学习是

由一帮爸爸妈妈们操办的。

这些年对教育“只重知识不重能力”、“只管分数不管做人”的批评从没有间断过，相关的改革也层出不穷，但是，正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的那样，教育面临

的问题不单单来自教育本身，它还与经济发展阶段、整个社会风气及历史文化传统等等有着很大的关系，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理想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有的家长放弃了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完全融入飞速旋转的应试教育漩涡，甚至变本加厉地增加孩子的负担；还有一些家长则选择了“逃离”，

有的把孩子送入“私塾”，有的干脆“在家上学”。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还有一些家长既不跟学校教育进行强烈的对抗，也不选择彻底背离，而是自己组织起

来努力改善孩子的教育环境。

其实，很多家长心目中的理
想很简单，就是别太功利。

“但是，现在学校的教育太重
视结果。”林女士说，林女士的儿
子与文文同班。有一次，儿子拿回
来语文试卷让家长签字，卷子上
有一道题是在“的图画”之前填上
一个词，儿子填上了“流动的”，老
师给判了“×”。“‘一幅流动的图
画’多有想象力呀！结果老师让改
成美丽的图画。”林女士说，其实
现在的教材编排还是有些新意
的，“但是老师的教法还是老一
套。老师太重视整齐划一和标准
答案，把挺好的材料浪费了。”

这种功利在课外培训班中更
是随处可见。

文文之前也有一些课外班，
比如英语，文文妈妈为了避免功
利性，没有选择培训机构，而是通
过朋友推荐找了一个家庭教师然
后自己凑了三四个孩子在家里上
课。最初感觉还不错，老师总是尽
可能调动每个孩子的积极性，但
是没过多久，老师就开始给孩子
们讲语法、练句型，据说是为了考

级。“我没到培训机构去就是不想
让孩子为了考试而学习，没想到
家教也是这个路子。”

文文的美术班也出现了类似
的情况，“刚上了两个月，就参加
了好几个比赛，每一次比赛都是
老师事先规定好内容，孩子按照
要求画出来。”文文妈妈说。

“其实，想‘随大溜’是很容易
的，只要你不较真儿，到处都能找
到给孩子提分的班，我甚至可以
做得更过分。”文文妈妈说。文文
妈妈曾在一小学工作多年，“给孩
子加码儿的办法太多了，但是这
样肯定对孩子的成长不好。”

有这样想法的不只文文妈妈
一个，很快几个有着共同想法的
家长一拍即合。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被“标
准答案”、“统一标准的成绩”变成

“标准零件”，这些家长自己组织
了起来。

首先组织起来的是阅读班。
几个家长按照各自的特长分头备
课，包括相关主题的一本书及相
关联的背景资料等等。

比如，母亲节来临的时候，文
文妈妈带着孩子们精读了一本与
母爱相关的绘本，还找了国内外
很多名家写母亲的散文，在分享
的过程中慢慢让孩子体会什么是

“付出”“感恩”，同时还为每个孩
子准备了一个“采蜜本”，专门让
他们收集一周中遇到的好词好
句，下一周分享。

参与进来的还有一些父亲。
小希的爸爸对动物很有研究，春
天的时候，小希爸爸给孩子们准
备了与蚕有关的一个阅读专题，
不仅带着孩子们读了与蚕有关的
科普文章，还做 PPT给孩子们演
示蚕的一生。现在阅读班的每个
孩子都亲自养了几条蚕，一起到
户外寻找桑叶，一起探讨养蚕知
识，每天观察蚕的变化……

一个阅读班几乎完成了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养成的多个
方面。除了阅读班，还有的家长利
用自己的英语特长给孩子们开了
英语文本阅读课，还有的家长利
用闲暇时间教孩子们游泳。

每个课外班都由家长们协作

组织，有的负责课程、有的负责准
备材料、有的负责孩子接送。

其实，这种家长带着孩子学
习的事情一直就有，有的家长带
着几个孩子学英语，有的家长带
着几个孩子补数学。但比较多的
是考试前的突击，是学校教育的
延续。

这些家长做的其实更像一种
教育自救：把当前教育中缺失的
内容用自己的力量补救回来。正
因如此，这些家长在备课的时候
格外用心。

“准备‘蚕’的一生我就花了
一星期的时间，平时觉得上网随
便就能找到合适的资料，但是当
为二年级小孩找资料的时候，就
发现还得图文并茂、还得通俗易
懂，适合的资料突然间消失了一
大半。”小希的爸爸说。

现在家长平时碰面时聊的最
多的就是备课的内容，他们办了
各种图书借阅证，到处搜集适合
孩子的图书，然后根据社会上或
孩子中的热点问题组织专题。

家长各显神通 为孩子提供理想的教育

其实，文文妈妈也曾想过干
脆把孩子带回家自己教，毕竟自
己有过多年当老师的经验，而且
这样做的家长似乎也在慢慢多起
来。

汪女士的儿子在新西兰完成
了学前和小学教育，回国后在北
京市上初中，可能是有与在国外
所受教育的比较，汪女士与儿子
都觉得很难适应国内的学校。汪
女士为儿子找了一家私塾。上了
一段时间以后觉得私塾也不是自
己理想中的样子，“不少私塾都
是以国学为主，我并不反对学国
学，但是接触的几个都有要给我
们‘洗脑’的倾向，灌输普天之
下只有国学科学的观念。”汪女
士说。

记者采访了几个私塾，确实
与汪女士感受相同，在一些私塾

“打动人心”的教育理念下隐藏
着一个真实的销售计划：他们有
自己的成套教材，很多家长加入
时都购买了上千元的教材。

经过了几个私塾之后，汪女
士最终为儿

子选择了“在家上学”的方式。
“在家上学”在欧美及我国

台湾地区相当普遍，数据显示，
2007年美国约有150万学生“在
家上学”，约占全国学龄儿童总
数的 2.9%。2010年，美国家庭
学校的就学儿童已接近 200
万人。为了保证“在家上
学”孩子的教育水平，国
外还专门出版了一些辅助
材料，包括书、录像带、
教育软件、教学工具、车间
实习以及专业课程等。

在我国还没有完备的私塾
和“在家上学”的服务体系
时，做这样的选择似乎有
些冒险。

“ 哪 有 什 么
‘世外桃源’，这更
像 一 条 逃 避 之
路：因为不喜
欢 所 以 就 离
开。”文文
妈妈说。

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不过是世外“逃”园

田麒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逢考必
病。以前还只是期末考试时生病，现在随
堂小测验都会生病。

田麒妈妈回忆，儿子的这种情况始于
一年级。期末复习，连续一个星期不停做
卷子让很多孩子都感到了压力和疲惫。
一次测验，老师发现田麒盯着眼前的卷子
一个字也没写，老师怎么要求，他都不
动。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田麒的父母非
常不满意学校这种题海战术，便告诉儿
子：“你要是觉得特别累了可以不做。”

确实感到疲惫的田麒果真没有答卷。
田麒的妈妈心里很清楚，如果儿子这

样做了就相当于跟老师宣战了，“但是至
少可以让儿子少受点儿罪。”田麒的妈妈
说。

不过，事实并不像田麒妈妈预想的那
样，田麒不仅没有因此而减轻压力，反而
有了反常的行为：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要
求，在家里不听爸爸妈妈的要求。到后
来，除了逆反以外，只要老师通知了第二
天有考试，之前的这个晚上田麒的身体一
定会出状况。

据分析，家长通过与自己心目中理想
的教育模式进行比较，看到了孩子承受的
压力，又因为对自己孩子的爱而产生的心
疼放大了这种压力，并通过日常的言谈话
语带给孩子，让本来没有比较的孩子意识
到了压力。

田麒妈妈这种对学校教育的公开对
抗放大了田麒心中对课业压力的判断，这
种在教育上的走极端其实是成年人的一
种赌气方式。它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同时
还造成了孩子的无所适从，越来越焦虑。

有人说教育不是短跑，以此驳斥“别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

其实，教育根本就不是赛跑，它没有
统一的方向也没有统一的终点，每一个孩
子只有按照自己的步伐和适合的方向才
能走到那个最对的终点。在这个过程中，
他人的干预和代替只能让孩子乱了阵脚，
而任何急于求成或另辟蹊径的极端做法

也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
果。

家长的心态
决定孩子的感受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