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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傍晚，火热的太阳炙
烤着柏油路面，热浪没有消退的
意思。路上，不时有行色匆匆的
孩子背着书包疾走。不知何时开
始，暑假早已成为很多中小学生
的“第三学期”。家长们一到放假
就急忙将孩子送进补习班。

暑假的补习班对孩子提升成
绩的作用大不大？该不该将孩子
一年当中最长的假期塞满各类补
习？孩子和家长对待暑假补习的
看法是怎样的？名师们又是如何
看待和建议的呢？对此，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进行了相关
调查采访。

□汪婷婷 记者 于彩丽

暑假？

“每个星期三四节游泳课，
周末两天学习英语口语和写作，
另外每天都去学校附近的‘小饭
桌’写作业”，这是朱女士即将进
入六年级的儿子的暑期学习“清
单”。朱女士告诉记者，儿子的
暑期安排在同龄的孩子当中算
轻松的了，“我的朋友圈里好多
家长每天都在接送孩子学这个
学那个，比上学还忙。”

被问及“小饭桌”都有些什

么内容时，朱女士对记者说：“这
个是在学校边上办的，以学校的
学生为主，主要是看着孩子写作
业，教孩子写作文以及预习下学
期的内容，孩子早上去，下午回，
中午在‘小饭桌’吃饭。”

对于暑假安排，朱女士有
自己的想法：“孩子进入高年
级，该收心了，现在的独生子女
在家自己惯自己，我不想让他
感觉‘太舒服’。”朱女士还告诉

记者，孩子班里的同学有近一
半都去了“小饭桌”，她表示也
有不少家长心疼孩子，大热天
不想让孩子去补习。

采访中绝大多数家长都会在
暑假将孩子送进一个或者多个补
习班，其中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
孩子多以文化课的强化和预习为
主，家长们纷纷表示，“暑假时间
太长，玩几天就可以了，不能一直
散漫下去，否则开学跟不上趟。”

家长：

孩子进入高年级要收心，暑假不宜散漫

想太多，“第三学期”好么
名师称填鸭式补习是对思维和创造力的扼杀

填鸭式补习是对思维和创造力的扼杀

针对很多孩子假期被文化课补习填满的现象，
合肥庆平希望学校中学高级教师朱瑞霓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达了“遗憾”：“不论是假期中还是学期内，青
少年都应该在不断学习中。但由学校主导、家长推
崇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教育规
律，催生了假期补习热潮。”朱老师认为，复习巩固和
提前预习都要适量和适度，“目前来看，量有些大，分
寸把握得不好。暑期补习基本上都是文化课的填
充，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没有什么好处。”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孩子们学习的都是卷面
的东西，无论假期还是学期，循环往复，个人觉得是
对思维和创造力的扼杀，孩子们看上去是在用功，实
则是对书本和老师的盲从。有句教育名言‘教育错
了的孩子比不教育的孩子更可悲’，但暑期补习毕竟
是个有背景有市场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
们在选择时要考察其内容和方式。”朱老师说道。

针对广大望子成龙的家长，朱老师给出建议：
“基础知识在学期里就应该扎实，如果落下了，在假
期里适度地补一补未尝不可，但一些零碎的、不系
统的学习对孩子并没有太大帮助。比如文科类应
该更重视文学素养的培养，理科类可多些科学实践
和探索，‘学习’更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概念。”朱老
师认为参与补习的学校、机构和老师最重要的是明
确什么是不能做的，比如让孩子大批量地抄写、反
复做题等，这些不能适用于所有孩子，针对个别孩
子也要慎重。

名师观点A：

由于记者采访时暑期已临
近一半，所以很多培训机构早
已开课且名额无几，各类衔接
班、强化班、一对一辅导班、精
品小班和托管班等不一而足，
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各类小升
初、初升高的预科衔接班。

合肥学大教育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机构内 3～6 人

的精品小班课程已经排满，现在
报名的话学习进度也很难跟上，

“但是一对一名师辅导随时可以
报名，根据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与
老师协商好时间和课时就可
以。”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几乎
每年的小升初和初升高的培训
班都很“火爆”，尤其是初升高，

“因为很多高中学校默认孩子们

在暑期已经提前学习了高一内
容，所以正常上课进度会很快，
而且现在的高中一共九科，内容
和难度一下子加大，很多孩子消
化不了，所以一般中考结束的孩
子都会来上这个班。”

该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在向记
者介绍之时，已经有不少家长等
候在此，准备接补完课的孩子。

暑假小升初、初升高预科班最受欢迎

培训机构：

对于一个电子游戏的狂热爱
好者来说，这个暑假几乎每天都
要去上补习班着实令小坤同学

“头疼”。今年刚结束了中考的小
坤，成绩比较理想，本来想好好放
松一把，结果因为父母害怕其沉
迷游戏，替他报名了高一的数学、
物理和英语的预科班。“我考试之
前就和同学组好队，准备好好玩
玩英雄联盟，结果……”小坤跟记
者抱怨道。他还告诉记者，自己

的很多同学都报名了预科班，跟
他在一个补习班的就有好几个。

“其实我觉得暑假补课对于
成绩好的同学来说根本没有用，
他们本来就学得很好，只是对自
己要求高，才报补习班的；对于
成绩差的同学来说，补课纯粹是
心理安慰，在学校都不好好学，
补课更不会用心思了。”下学期
进入初三的王同学告诉记者，他
觉得补习班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身边同学都在补，家长也着急，
所以跟着去补，对于成绩中等或
者偏上的同学来说，如果用心
学，在下学期开学时“逆袭”也是
有可能的。

记者采访中，也有孩子是自
觉自愿参与补课的，记者了解到
这些孩子本身学习就比较“自
觉”，即使不补课他们也会把下
学期的书借过来提前预习，上补
习班只是一种强化方式。

孩子：

不太想补课，但同学们都在补

提前学习并不能推动正式教学进度
合肥六中2017届高三竞赛班班主任、中学高级

教师余良海针对暑假补课热现象也表达了自己的
点：“暑期补习或者预习实际上折射了教育的不公平
现象，不公平主要体现在竞争选拔参数和资金投入
上。”余老师解释说，大体量的课外补习使得中高考
的竞争参数不仅仅是智力水平，另外很多机构补习
费用高昂，对于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来说有失公
平。“假期复习或者预习本身问题不大，但现在的补
习机构多具有学科偏向和内容偏向，比如只重理化
和外语，轻视人文，只重教材，不重思维，这些都是急
功近利的。如果要趁暑假学习，应当更重视学习方
法和思维的培养及学科的均衡。”余老师说。

针对刚结束中考的孩子趋之若鹜地报名高一预
科班的现象，余老师表示“不大认同”：“根据中小学
教材编审委员会规定，初高中的知识衔接具有合理
性、科学性，高一的内容是一学年的教学可以完成
的，没有必要花费太多时间精力去提前学习。提前

学习不可能推动正
式教学的进度。”

另外，余老师也
表示这种情况不可
避免地具有两面性：

“对于部分学生来说
提前学习是有强化
作用的，关键在于个
人态度，很多学生自
以为提前掌握了高
中知识，正式上课时
反而不听，这就得不
偿失了。”

名师观点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