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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从周一忙到周日
繁忙程度不输大人

8月4日上午9点，济南“80
后”妈妈程晓蕾（化名）急匆匆
地出门，赶着送儿子上跆拳道
班。她儿子宋宋（化名）今年4岁
2个月，她同时还给孩子报了围
棋、美术、英语、小主持人等4个
兴趣班。“看孩子累，我也心疼，
但是别人家的孩子都上，我家
孩子如果不报，就落下了。”程
晓蕾说。

记者走访济南多家培训机
构了解到，培训班课程价格一
般100-200元/节课，每节课安
排为1 . 5小时或者2小时。而对
于一对一的课程，价格则在150
元至200元/小时。程晓蕾说，孩
子每年的培训费用在20000元
左右，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
说，压力可不算小。

今年3岁4个月的栋栋刚上
幼儿园小班，他也报了辅导班，
现在，他的繁忙程度一点不亚于
上班的大人。“他现在每周有12
个辅导班，口才、英语、潜能开
发、模特、机器人、美术还有围棋

等。周一到周日的晚上都安排好
了，周六和周日白天也有课。”栋
栋妈妈表示，自己孩子喜欢上
课，“他现在晚上时间安排到9
点，要不是他睡觉时间不固定，
想再往后给他报个班的。”

因为栋栋经常上完一节接
着还有一节，但上课地点不同，
栋栋的姥爷直接变成了全职伴
读。“电动车不堵，路上赶紧吃点
面包，半小时后又一堂课了。”周
六上午上完机器人课，栋栋姥爷
着急地催促孩子：“抓紧，要不赶
不上下节课了。”栋栋听话地拿
起水杯，立马跟姥爷走了。

培训年龄起始线下移
有的娃刚两岁就报班

现在，孩子参加培训的年
龄起始线在不断下移。记者注
意到，济南多家培训机构的宣
传册上都有“三岁以上”“三岁
左右”这样的标示。

济南连城广场一家综合性
培训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三岁
以上可以报初级班，包括美术
入门、舞蹈启蒙和全脑开发。四
到五岁为中级班，五岁以上为
高级班。现场一位陪孩子上课
的家长说，自己的孩子3岁多点

报了机器人班，特别爱上。一家
音乐培训机构的说法是，推荐
孩子3岁半报班，来了以后可以
直接学鼓。

也有机构表示，孩子再小
一点也可以尝试，一家音乐培
训机构说，目前接收的最小的
孩子只有两岁多，孩子可以在
老师的带领下接受音乐启蒙，
上到3岁左右可能会让孩子接
触一下乐器，3岁到4岁可能会
接触钢琴。

“孩子没有特长
班里组织活动会尴尬”

“这么小的孩子能听懂
吗？”面对疑惑，多家培训机构
表示，为了集中孩子的注意力，
教学中会更多使用动漫、游戏
软件来帮助孩子理解。

一家儿童运动馆开设的课
程则明确从两岁开始。“两到三
岁的孩子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
是依赖性非常强，我们的亲子课
第一增进亲子关系，第二为他以
后上幼儿园做准备，我们有两岁
零个月、两岁一个月的孩子，是
家长带着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
的动作模式。”一位工作人员解
释说，与早教课相比，这里的课

程更为专业，教练也是体育教育
师范类专业，可以帮助孩子培养
运动兴趣，养成运动习惯。

一位业内人士坦言，现在
孩子两岁的家长来咨询的不在
少数，孩子们还没上幼儿园就
已经开始接触艺术课，等到上
幼儿园了就多多少少都会点东
西了，“比如六一儿童节组织一
个小活动，孩子就有表现机会，
如果没有特长的话，可能就很
尴尬。”

“据我接触到的艺术类培
训机构少儿英语、美术等招生
来看，95%以上都是三岁，少数
两岁半。”传媒艺考研究与辅导
专家张福起说，而在以前，大部
分艺术学科学习是在幼儿园完
成的，但相对简单，孩子到了四
五岁再接触舞蹈、钢琴，这几年
年龄在慢慢下移，到了现在的
三岁甚至两岁多。

报培训班时
家长不应强迫孩子

“现在的孩子确实挺累。”
济南一名机器人培训机构的授
课老师张莹告诉记者，在她所
教的学生中，不少孩子都选择
了一周三到四节课。假如按照

每节课200元来算，一期上满30
节课，单科就要花费6000元，每
年用在孩子培训班的费用往往
需要花费两万多元。

张莹表示，尤其寒暑假培
训班几乎爆满，一方面是因为
家长无暇看护，另一方面跟家
长普遍的焦虑心情有关，认为
孩子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希
望通过报班来解决问题。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家长的
焦虑也“倒逼”着培训市场不断

“升级”。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一
代家长素质整体较高、工作又
忙，于是把教育推给了市场，逼
着培训机构推出相关课程。

“家长是焦虑的，都希望全
方位、多元化培养孩子。”心理咨
询师贾菲认为，家长给低龄化孩
子报名众多培训班，是希望通过

“进补”的方式，让孩子符合自己
的期待。“选择培训班，应该尊重
孩子的意愿，而不是来自家长的
强迫。”贾菲表示，家长给孩子报
补习班，应该在孩子愿意的前提
下，而不是强求孩子，学好的前
提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同时，贾
菲提醒，要想让孩子有健康的心
理，家长首先要有良好的心态，
不能焦虑，因为家长的情绪往往
会直接影响到孩子。

文/本报记者 马云云
片/本报记者 戴伟

沂蒙精神是
齐鲁红色文化精髓

“有人问：‘沂蒙红嫂’的故
事，我们很熟悉了，为什么每次
都要讲？”现场，韩延明提到别
人问到的一个问题，他的回答
是：“不能不讲，因为她们是从
沂蒙大地的战火硝烟中走出来
的‘女神’。”

沂蒙妇女卸下自家门板，
跳入冰冷的河水为战士撑起

“火线桥”、王换于冒险从敌占
区运回烈士遗体，并卖地将其
埋葬、聋哑妇女明德英用乳汁
救活生命垂危的小战士，自己
的孩子却被前来搜捕的日军摔
成重伤，成了痴呆儿……当这
些画面再次被提及，现场有人
默默低头抹泪。

“她们的名字已经成为沂蒙
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她们
的事迹已经成为沂蒙精神必不
可少的重要内容。”韩延明说，沂

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就是党政军
民生死与共、党群干群水乳交
融，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
当进取。沂蒙精神也是山东精

神，是包括沂蒙人民在内的山东
党政军民共同培育、塑造和丰富
的伟大精神，是齐鲁红色文化的
核心和精髓。“它饱含着初心和
使命，熔铸着信仰和忠诚，凝聚
着血泪和真情。”

在韩延明看来，经血火岁
月铸就的沂蒙精神，体现了坚
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修
养、坚实的奉献意识、坚韧的责
任担当，彰显了一种慷慨悲壮
的民族大义。

沂蒙精神
与三大红色精神同脉

“我们应当不断地从与时
俱进的沂蒙精神中汲取宝贵的
道德营养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韩延明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指出：对沂蒙精神，“要不断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如
何重新从新时代的新高度认知
和弘扬沂蒙精神已成为一个重

要的时代命题和现实课题。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视察临沂时指出：“军
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
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
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作用。”他明确定位：“沂蒙精神
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
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精神财富。”

“过去，我们在沂蒙精神与
三大经典精神的比较和宣传
上，多是在‘不同’‘独特’上下
功夫，而从‘相同’‘相通’或‘相
融’上探讨不够”。他认为，沂蒙
精神与三大红色精神从本源上
来说同出一脉、谱系相承，同样
丰富地蕴涵着中央党政军领导
人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应
该认真研究沂蒙精神与其他红
色精神之间的相同或相通之
处，追寻他们在中共党史上一
脉相承的同宗、同根、同源、同
魂。”

三三岁岁娃娃暑暑期期一一周周上上1122个个辅辅导导班班
口才、英语、潜能开发、模特、机器人，什么都学，专家称“进补”要适量

““沂沂蒙蒙红红嫂嫂是是硝硝烟烟中中走走出出的的女女神神””
韩延明做客齐鲁大讲坛，讲述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

别人家孩子上培训班，我
家也得上！很多家长似乎觉得
自己的选择只有跟大多数家长
保持一致，才有安全感、踏实感
或者是满足感。这样的焦急心
态正在悄悄把孩子们培训的

“起点”不断提前，三四岁的孩
子人均报三四个班，有的家庭
一年要为此花费两万元，而且
参加培训机构的孩子年龄从四
五岁下移到了两三岁，甚至有
尚未入园的宝宝就踏进了培训
机构的大门。

32名沂蒙妇女站在河水中搭起“女子火线桥”、方兰亭忍痛卖
掉五岁女儿为战士买粮……8月10日上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
室原一级巡视员韩延明做客齐鲁大讲坛，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诠
释了沂蒙精神的真谛，现场不时有人落泪。韩延明认为，沂蒙精神
与三大红色精神本就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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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一家培训机构，孩子们

在上课。 本报记者 崔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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