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调查9版
2019年8月31日 星期六

责编 朱美华 E—mail:aqwbss@126.com
新闻
周刊

“孩子四岁，英语词汇量只有
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

“在美国肯定够了，在海淀区肯
定不够。”

暑期里，微信朋友圈的一段文
字让何海(化名)莫名焦虑。

这是别人眼里的段子，却是何
海正要面对的现实。何海的儿子刚
过完 7 岁生日，转眼就要上小学，
他的英语刚学到字母“X”，而和他
一起上课外班的幼儿园中班的孩
子，有的已经能用英语讲故事。何
海满心焦虑。

在“暑假逆袭”“弯道超车”
“上课外班‘抢跑’才可能赢在起跑
线上”的喧嚣声中，各种培训机构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7月2日，教育部在印发《关于
做好2019年中小学生暑假有关工作
的通知》特别强调，要加强校外培
训监管。然而，暑期即将结束，课
外培训机构乱象仍频：超前教育和
焦虑营销成为培训机构吸引生源的
两大法宝；需求膨胀但市场准入门
槛低，部分课程质次价高。

培训机构制造焦虑有哪些套
路？教学质量、培训效果真的像机
构们吹嘘的那么好吗？记者带着这
些问题展开了调查。

培训机构“制造焦虑”，
家长纷纷“入瓮”

“220-173=47, 仅 剩 47 个 名 额
了！”

“仅剩43个名额了！”
“再不下手赶不上了！”
某机构招生老师在微信朋友圈

用“减法”营销“制造焦虑”，营造
“抢到”就“赚到”的氛围。

一些已经报名参与春季班的家
长，为了在暑期“续班”，还要登录
APP线上抢课。助教老师一轮接一
轮的倒计时“读数”更让气氛愈加
紧张，“孩儿爸连 WiFi,孩儿妈换

4G”，某时某刻，全家为了“抢”
一个课外班严阵以待。

课外教育培训机构的焦虑营销
已然“成功”地“感染”了家长们。

北京西城区家长冯欣(化名)暑
假里把女儿送进海淀区某课外班，
她总感叹自己“觉悟”太晚。

冯欣的女儿 9 月开学将升入新
初三，在这个京城最“火热”的季
节里，冯欣母女每天往返于西城的
家和海淀的培训机构。看着那些对
课外班驾轻就熟、一脸淡定的孩子
们，冯欣说，“一天上四门课的不算
多，还有一天上十个小时的呢。”

暑假里把孩子送进“高中衔接
课程”的还有河北的家长赵晓娜。
赵晓娜的孩子今年刚参加完中考，
除了中考前忙着一对一补习，各种
高中衔接课程在孩子中考前就开始

“轮番轰炸”。当时培训机构的老师
推荐了“好学班”“精进班”和“志
高班”，其中“志高班”需要孩子中
考成绩600分(中考满分为650分)。

当赵晓娜终于下定决心要报名
衔接课时，却发现居然都快报满
了。而机构的老师还在耳边不断地

“贩卖焦虑”——“现在严格按照交
钱顺序给学生排位置，再不交钱就
只能坐最后一排了。”

看来培训机构的“心理宣传攻
势”很有“成效”，赵晓娜连说自己
还算“幸运”，至少“抢到”了火爆
的课程。

有着多年中学教学经验的赵桂琴
老师告诉记者，如今课外辅导班的质
量参差不齐，一些自以为在课外班学
过的孩子课堂上会有懒学等抵触情
绪，但其实并没有扎实掌握学习知识，

“就像吃了夹生饭，消化不了，久而久
之，甚至造成了学生的厌学情绪。”

真金白银能否换到良师
为伴？

当家长不惜花费高昂的价格将

孩子送到辅导班后，获得的是优质
教学还是心理安慰？

在北京海淀区某培训机构的暗
访中，记者随机与一位名叫王皓的

“老师”聊起“机构教师是否需要教
师资格证”时，他一脸惊讶地表示

“不清楚”。同时，王皓也并不知道
他工作的培训机构是否具有营业资
格，因为，其他的“老师”和他一
样，大多数都是在校大学生。

王皓说自己假期想在学校附近
兼职英语老师。正巧，王皓的学长
在经营一个小型辅导机构，很快，
这名零经验、零资质的大学生就摇
身一变成了英语老师。“名牌大学
生”的招牌让王皓很快成为备受推
崇的“好老师”。于是，一名完全没
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没有教师资质
的大学生，就担起了授业解惑的责
任。

2018年，教育部在《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
出，“从事语文、数学、英语及物
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类培训
的教师应具有相应教师资格。培训
机构应将教师的姓名、照片、任教
班次及教师资格证号在其网站及培
训场所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记者查阅了六家包括线上和线
下的课外辅导机构的招聘要求，仅
有一家机构在要求中注明“需持有
教师资格证”。王皓说，“在很多机
构，教师资格证仅仅是简历和面试
中一个‘锦上添花’的选项。”

曾在一些非正规培训机构上课
的川川吐槽，“那些培训班基本是靠
老师们借场地、借桌椅，东拼西凑
成的。老师上课问问有没有问题或
者不会的作业，没有的话就一直照
着书往下念……”

没有合格老师，没有营业资
质，在这种培训班不仅培训质量
堪忧，甚至学生的人身安全都难
以保证。

前不久，网传一段视频，重庆
一培训机构老师用教鞭抽打学生长
达数分钟，并辱骂学生让其下跪。
据新华社报道，石柱县委、县政府
成立的工作组调查显示，这所培训
机构就是非法的，学生桂某某手
掌、肩膀等部位受伤。公安机关已
依法对打人者陈某江行拘，涉事非
法培训机构也被查封和取缔，但学
生的心理创伤怕短期难以痊愈。

与此同时，学费之高令人咋
舌。记者电话咨询了一些课外培训
机构，例如，“新东方”初三一对一
数学课一次 2 小时，费用为每小时
400元；“学而思”高三的各个科目
一对一辅导折后价 998 元每节，如
果三科连报价格还能额外优惠。

目前，全国并没有一份针对培
训机构统一的收费标准或规范。根
据多位家长提供的信息显示，全国
范围内，一对一培训课程价格每节
课从200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短
期培训也多为千元起步。一些非正
规的培训机构无视办学资质和师资
力量，价格却向正规培训机构看
齐。以王皓所在的辅导班为例，他
的工资为每节课 300 元，可想而知
学生缴纳的费用会更高。

“剧场效应”遮住了孩子
们的另一扇窗

“你听说过剧场效应吗？”
中学教师赵桂琴向记者解释

道，“在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里，原本
大家看电影看得好好的，突然前排
的人觉得看不清站了起来，于是后
面一排接着一排的观众为了看见荧
幕不得不也站起来，最后所有人都
只能站着看电影了。这就是剧场效
应，这也是现在不得不面对的课外
辅导班乱象。”

赵桂琴说，所有的家长都希望
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于是不停
地报班，不停地攀比，家长的急功
近利会让孩子失去满怀好奇的求知
欲，取而代之的是“分数与金钱的
挂钩”。

“这种唯分数论的观念往往让学
生产生一种错觉，结束了考试就结
束了学习的动力。其实，学习应该
是一场长跑。”赵桂琴说。

牺牲学生假期喘口气的时间来
“疯狂”补课，最终能消化多少？

“假期为学生们提供的不仅仅是
从书本试卷中抬起头喘息休息的时
间，更为孩子们推开了一扇实际了
解和认识社会的窗。”一位在朋友
圈调侃自己“佛系”的边女士写
道，除了做暑假作业，还买了下
一学期的课本，在家鼓励和培养
孩子预习和自学的习惯；在学习
之余陪伴老人去农家乐体验不一
样的生活，既让孩子懂得孝顺长
辈又丰富了阅历，“虽然孩子在暑
假一个课外班都没有报，但，何乐
而不为？”

新华每日电讯8月30日报道

4岁娃英语词汇量1500不够？

揭培训机构制造焦虑套路

7月2日，教育部在印发
《关于做好2019年中小学生
暑假有关工作的通知》特别
强调，要加强校外培训监
管。然而，暑期即将结束，
课外培训机构乱象仍频：超
前教育和焦虑营销成为培训
机构吸引生源的两大法宝；
需求膨胀但市场准入门槛
低，部分课程质次价高。

培训机构制造焦虑有哪
些套路？教学质量、培训效
果真的像机构们吹嘘的那么
好吗？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展
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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