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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暑暑假假““跑跑班班””，，家家长长也也遭遭““绑绑架架””
少年宫、培训中心里的陪读大军俨然一个小社会

在孩子们眼中，暑假就是他们的解放日，是用来休息和放松的。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各种辅导班。同时，也是家长
们的“大考季”。上班族无暇陪孩子，二孩妈妈还要照顾二宝，爷爷奶奶也进入“陪读”第一序列。本报推出“暑期探探学”系
列策划，从辅导班陪读、海外研学游和高校保研夏令营三组报道，探访孩子和家长这个暑假都在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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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孩子干什么？谁来带？上辅导班成了很多
小学、初中孩子的必选项之一。各类培训中心和少
年宫，也成为了陪读家长的集聚地，他们在各个角
落里摇着蒲扇，等待着孩子下课。近日，记者走访
济南各个少年宫和培训中心，听听那些陪读家长
的心声。

除了培训机构的大厅，连楼梯上都坐满了陪读的家长。

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大厅也坐满了陪读的家长。

■暑期探学·陪读

文/片 本报记者 郭立伟
实习生 胡梦霞

带着小宝给大宝陪读
出趟门就像搬家

7月21日，济南又是一个高温天。
在山东省青少年宫里，市民赵女士推
着婴儿车，里面躺着一岁半的二宝，旁
边的大女儿站在电梯旁张望着。过了
一会儿，老师将大女儿接走，赵女士赶
紧找了个座位坐下，从随身携带的包
裹里拿出奶瓶奶粉，熟练地兑好，给二
宝喂奶。

赵女士的大女儿今年9岁，从去
年9月开始在山东省青少年宫学习电
子琴，暑假里每逢周三、周六上课。“平
常都是她爸来送，今天她爸忙，我就坐
公交车带着小的来送大的。路上很热，
还好小的在外面不算闹腾。”赵女士对
小儿子的乖巧表示满意。

到了8点半左右，大厅里的等待
区域已经座无虚席。一岁半的儿子在
婴儿车里坐不住，赵女士便抱起他不
停地在大厅里逛来逛去，看画报、教说
话。近两个小时的等待中，赵女士就在
大厅里溜达着打发时间。

暑期里，妈妈带着二宝陪大宝上
培训班的情况并不罕见，有的甚至是
爷爷奶奶带着孙辈来上课。在济南市
青少年宫，林女士也是推着小儿子来
陪大宝上课，包里全是哄孩子的零食
和玩具，随身还带着马扎。

“不上辅导班干什么？”小宝还小
需要照顾，大宝暂时没有自控能力，林
女士觉得大宝上辅导班是最好的选
择。“更重要的是，假期这么长，用来玩
太可惜了，学点东西总是有用的。”林
女士觉得辛苦点累点都没关系，只怕
小宝不听话，“出趟门就像搬家，啥都
得带全了。”

济漂爷爷奶奶
每天像被人赶着

21日，济南中午室外温度能到三
十七八度。在山东省青少年宫的楼梯
台阶上，韩女士正在百无聊赖地刷着
手机。等孙女上完语言课，她还要骑着
电动车将孙女接回家。

“平常来晚的都没有座位，我一般
是坐在台阶上等。”韩女士的孙女今年
上幼儿园，报的语言班，一节课一个半
小时。

一旁的孔女士，也是带孙子上口才
课。一上午的时间，她要一直在这里。不
光是暑期班，平常的上下学都是孔女士
负责接送孩子，“这也没办法，儿子儿媳

都要上班，孙子可不能没有人管。”
据孔女士介绍，她早晨5点起床

做饭，等儿子儿媳吃完去上班，她便收
拾碗筷，7点半带着孙子来上暑期班，
中间要坐40多分钟的公交车。“要坐
十几站呢，车上有空调不热。”到中午
接着孙子回家之后，她又要做午饭。

一谈到聊城农村的老家，孔女士
就打开了话匣子。从孙子出生开始她
就和老伴来济南带孩子。“老家这天儿
也热，但是早晚凉快，这儿不行，没凉
快的时候。”孔女士也想念在老家的时
光，“在家里乡邻拉一天呱也没人管，
在这里每天就像有人拿鞭子在后面赶
着。”

孔女士的头发已经花白，不像年
轻人可以玩手机打发时间，更多的时
候，她只是将目光盯着孙子下课后必
经的过道，等待孙子兴冲冲地出来跑
向她。

让孩子接受辅导班
成家长的新忧虑

家长们聚在一起，三句话不离孩
子。几位原本并不熟识的陪读妈妈，在
少年宫的大厅里围着一张圆桌，现场
讨论了起来。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可‘佛系’
了，觉得孩子童年开心最重要。以前倒
是开心了，现在反而不高兴了。”陈女
士说，正上小学的儿子前段时间学校
里有才艺展示，儿子表现不好，自信心
受到打击，“回家情绪比较低落，我也
非常自责。”

陈女士一说完，就受到几位妈妈
的“围攻”。“你真没让他学个特长？”

“你心真是太大了，这事儿就得家长替
孩子想在前头。”几位妈妈你一言我一
语中，记者了解到，在上不上辅导班的
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妈妈都会经历一
个放任、犹豫、坚定的过程。

“孩子小的时候，确实觉得无所
谓，但实际上这事真得从小抓起，看到
孩子放学之后那么累还上辅导班，哪
个父母不心疼？但别人都学，就你自己
什么都不会，将来到了社会上更有压
力。”其中一位妈妈很有感触地说。

虽然在报辅导班的问题上坚定不
移，但大部分家长懂得如何引导孩子，
而非强迫。越来越多的家长，在为孩子
报辅导班的问题上也越发理性。

辅导班是家长之间经久不息的话
题。暑假时间长，双职工父母上班，爷
爷奶奶年迈，孩子需要照顾，也需要有
人监督学习。大多数家长们关心的问
题，已经不再是报不报班，而是报什么
样的班、如何让孩子能够心情愉悦地
接受辅导班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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