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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城事

“小学的老师都这么漂亮啊”
文化路小学一年级新生报道，孩子们心心情情超超级级爽爽

本报8月22日讯（通
讯员 江小烨 记者 刘
清源） 22日，文化路小学
一年级新生到校报道，同时
召开了一年级新生家长会，
在升学第一课里，有的班主
任光发言稿就准备了10页
纸。

22日，文化路小学一年
级的新生和家长到学校报
到并开第一次家长会。虽然
通知8：30开会，但不少家长
和孩子不到 7点就到了学
校。有经验的老师们也都在
7点就校迎接。文化路小学
一年级5班班主任刘芳已经
担任了10年的班主任，她说
孩子报道和家长会等于升
学的第一课，孩子年级小，
回家和家长也说不清楚，尽

量在会上和家长把事都说
明白了，为此她准备了10页
的发言稿。

在刘芳的发言稿里，除
了作息时间、学习习惯、学
习用品、座位等十几项琐碎
事项外，还特别强调让孩子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要鼓
励孩子，现在的孩子都很聪
明，不会比谁差的。”家长们
也都认真地记下了注意事
项。

相对于正襟危坐认真
开会的家长们，孩子们可是
乐开了花，很快就融入到新
集体。家长张海燕说，孩子
一来小学就惊叹“小学的老
师都这么漂亮啊！”，还特别
向往地说“我马上就能带上
红领巾啦”。

一个暑假孩子花销上万元
临近开学家长晒账本，去旅游上培训班开销最大

本报记者 孙芳芳

补知识、补见识、补特长、补体格…暑假几乎成了家长们给孩子“大
补”的最佳时机，随之而来的则是花销的不断增加。临近开学，家长们纷纷
晒出账本，记者调查发现，孩子们的暑假消费开支动辄五六千，多的甚至
上万元，其中辅导班培训、外出旅游等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孩子暑假比上
学还烧钱，当家长的个个直喊“伤不起”！家长都盼望快点开学，结束这烧
钱的暑假。

“吃不消！暑假快过
完，我要来算算我家孩子
的这笔心痛帐了。”在烟
台本地一家论坛上，网友

“紫晶凌凌”晒了一份账
单，账单上详细列出了孩
子暑假的各项开支：“辅
导5000+零食1000+比平时
多出来的日常开销600+

玩具1000+生日礼物2000+

特长班1000=10600”。。
“孩子在家里两个

月，花费有点吃不消了。”

“紫晶凌凌”的感慨引起
不少网友关注，网友“牵
手缘”评论道：“这也太奢
侈了吧？消费不起啊。”

“工资真的不抵用
啊！”这也引起了许多网
友的共鸣，不少网友晒出
暑期孩子的花销账单，发
现这确实是一笔大数目。

网友“豆荚”也在网
上列出了自家孩子暑假
的花费：旅游 7天，大概
4000元；羽毛球课700元；

少年宫围棋班240元。。这
样算下来，花费也有近
5000元。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
对动辄上万的暑期花费
提出了质疑，“爱孩子，不
一定是物质上无原则的
满足，这样会害了孩子，
培养一个良好的品质，将
来能适应社会生活，才是
最重要的。”网友“修心齐
家”认为，动辄上万元的
花费有些奢侈。

网友吐槽：

孩子暑期花销大，家长吃不消

孩子们暑期到底能
花多少钱，网友们在论坛
上晒得热火朝天，记者也
进行了一番调查。记者随
机选取了毓璜顶小学、金
城小学、烟台二中、烟台
四中等四所学校的20名
家长，就孩子们的暑期消
费进行调查。其中15位家
长为孩子的暑期花费超
过4000元，主要集中在培
训、出游等方面。

暑假之初，记者曾对
金城小学一年级和五年
级的学生进行过调查，一
年级学生共有91个调查

对象，其中77人报了暑期
培训班，占了八成左右。
五年级共有84个调查对
象，59人报了培训班，占
了七成左右。175个调查
对象中，报了暑期班的有
136人，也就是说，近八成
的家长给孩子报了各种
暑期班。其中不少家长给
孩子报了不止一个，多的
达到4个。

除了上培训班外，不
少家长还会趁暑假安排
孩子出去游玩。记者从多
家旅行社了解到，暑期学
生出行占到了70%左右。

在记者的抽样调查
中发现，培训班和外出游
玩开销占据的比重最大。

王先生的女儿就读
于烟台毓璜顶小学，开学
后就上三年级了，这个暑
假女儿辅导班上了四周
共1500元；游泳班600元；
外出游玩一次，花了2000

元左右；每周和别的家
长、小朋友聚会一次，每
次200元，聚了4次，计800

元；孩子零食、玩具比平
时多开销了1000元；总计
比平时多花费5900元。

记者调查：

20位家长中15位花费超4000元

短短两个月的暑假，
孩子花销上万元，不少家
长感叹“伤不起”。然而，在
暑假期间仍起早贪黑的孩
子们，有多少人真正关注
过他们是否“受伤”了？暑
假本来是孩子休整、发展
个性的大好时机，家长用

“烧钱”的方式给孩子过度
“进补”，暑假俨然成为了
孩子们的“第三学期”。

不少老师认为，让孩

子们在暑假多参加一些
实践活动，尝试自己打工
赚钱，让消费和创收并举
不失为一种抑制暑期高
消费的好办法。

“可以让孩子利用暑
假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做，通过打工来赚钱。一
来可以体会到赚钱的辛
苦、养成节俭的习惯，同
时也能培养孩子的独立
性与社会交往能力。”葡

萄山小学班主任张春雨
为家长们支起了招，“家
长也可以利用市区现有
的一些公共设施，如图书
馆、博物馆、公园等，让孩
子过一个既充实花费又
少的暑假。”

对于家长为孩子报
名各种培训班的问题，张
春雨认为，应该查漏补
缺，有针对性地报名，而
不是越多越好。

老师建议：

可以尝试让孩子花自己赚的钱

“一到暑假，钱包指定
要瘦身。”这几乎已经成为
家长们暑期的魔咒。补课、
学才艺、上培训班、夏令
营、旅行、购物……虽然暑
假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但
需要花钱的项目却一点也
不少。忙着帮孩子“充电”
的家长们是否还记得自己
曾经的暑期是如何度过
的？

“那时候哪有什么补习

班，学校统一发暑期作业，
做完就了事了。书店的辅导
书也非常有限，而且几乎不
会有人去买。”看到现在的
孩子们一放假就泡在各种
培训班，“70后”张宇很是感
慨，“我们那时候的暑假花
费几乎为零，充其量就是在
家看看电视什么的。”

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
刘静是1988年出生的，她
回忆称，从初中的时候就

开始上各种培训班了，而
且每个培训班的费用都在
千元左右。

而不少90后更是感
叹，暑期不过是换个地方
继续上课。“记得从小学的
时候就开始上各种培训班
了，除了文化课，还有各种
特长班。”正在上大二的张
利岩回忆称，她的暑假里
几乎都是被各种各样的培
训班填满。

格链接：

三代人的暑假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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