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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娃要上11个辅导班
专家建议家长反思一下：你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寒假这么长，小学生在
上辅导班，那其他学生在干
嘛呢？据调查，今年不少高校
寒假都在6周以上，除大三大
四学生为考研找工作忙碌
外，不少大一大二学生的寒
假过得都很无聊。

“阳阳，起来吃饭吧。”
“知道了，不用管我。你上班
去吧。我自己会起来吃的。”
放假快两个周了，几乎每天
早上，市区周女士都会和上
大学的儿子有这样的对话。

“天天晚上玩游戏，早上
起不来。说多了就跟我说，

‘都放假了，还不让我好好玩
一下吗？不玩干什么啊？’”说
起寒假这几天儿子的表现，
周女士直摇头，“怎么上了大
学就变化这么大呢？”

“现在不都这样吗？”今年
上大二的程阳说，本来打算寒
假跟同学出去打工，妈妈不同
意。大学也没有作业，在家里
看不进书。除偶尔和高中同学
聚聚，也没啥可干的。“不上
网，不玩游戏还能干点啥呢？”

“刚才班里QQ群里还在

讨论假期该干什么。”烟台大
学大二学生丁宇飞说，刚开
始放假，大家还蛮兴奋，刚过
了十几天就觉得没意思了，
女生在家宅着，男生们基本
上就和游戏为伴了。

“对于大学生来讲，大部
分已经成年，应该有一个学
习和人生规划，给自己一个
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实
现，这样才不至于感到迷
茫。”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副院长王慧萍说，除了大学
生自己，这也是个社会问题，
需要全社会的重视。

孩子扛不住，向小姨求情
毛毛今年8岁，上二年级，今年寒

假过得有些累，因为妈妈给她报了11个
学习班。“英语、舞蹈、钢琴、主持、书
法……”每次见到小姨，毛毛都会掰着
指头向她诉苦，从寒假第一天，她就被
送去各种辅导班，不是在上英语课，就
是在练书法，晚上还有钢琴、舞蹈、主
持等课程等着她。

这么多内容为何要一股脑儿塞给
孩子？毛毛妈妈宋女士说，技多不压
身，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别家孩
子都在学，自家孩子不学的话，就会被
甩在后面。

“这是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多选几
门课程，可以让她尽早在这些课程中
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宋女士
说，每次看到孩子疲惫的样子，她也很
心疼，但没办法，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好。

芝罘区市民付先生没时间带孩
子，所以也给儿子报了几个辅导班，最
近他有些吃不消了。“每天都要接送孩
子，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送6趟。”付先
生说，临近年关本来工作就忙，还要早
午晚按时按点接送孩子上课，他自己
都有些受不了了。

□本报记者 王红 李楠楠
qlwbwh@vip. 163 .com

“小姨，你能不能和我妈好好说说，明天不要让
我去学习班啊，一直在上课，我好累啊！”市民小徐最
近在面对年仅8岁的外甥女毛毛时，总会禁不住鼻
酸。寒假中，毛毛的妈妈给她报了11个学习班，小家
伙扛不住了，每次见到小姨，就像见到救星一样，求
她向妈妈说情。

“ 两 只 老 虎 ，两 只 老 虎 ，跑 得
快……”23日晚上6点，在莱山区清泉
寨小区一居民楼二楼，准时响起了一
阵钢琴声。

“妈妈，可以了吗？”已经上三年
级的丹丹边弹边回头小声地问妈妈。

“还不行，这首曲子还没弹熟呢，明
天还要学新东西，不抓紧练习今天
就白学了。”丹丹妈妈张女士对女儿
说，“乖，再坚持一会，把这首曲子弹
下来，咱就不练了。”丹丹只好低着
头，不情愿地继续弹。

“我不弹了，不练了……”晚上11

点，丹丹突然大哭起来，双手不停地猛
砸钢琴琴键，“我讨厌弹钢琴，我讨
厌……”“丹丹，你怎么了，妈妈这不是
为你好吗……别哭了，今天咱不弹了
啊。”张女士赶紧劝慰女儿。

“我们还不是为她好，花钱买钢

琴，请老师，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

烈，不多掌握一技之长怎么行？”张

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寒假这么长，

他们都上班，不上辅导班，孩子无人

照看。“孩子不想去，也得去。平时跟

其他家长交流，大家都说上辅导班

管用。”

练琴5小时，孩子怒砸钢琴

□本报记者 王红

毓璜顶医院心理咨询专
家门诊主任医师苏路侠称，
每逢节假日家长催促孩子上
各种学习班的做法是不科学
的。上学习班的主要集中在
小学生身上，因为孩子成长
到14岁以后，家长便很难劝
服孩子假期再上课学习。

“家长们应该反思一下，
小时候父母是怎么教育自己
的，也是这么过来的吗？自己

被逼着上各种辅导班的时候，
学习效果怎么样，情绪怎样？”
苏路侠说，小学生还处在天真
的童年期，不应该被繁重的课
外学习泯灭童真。孩子不是学
习机器，家长应该给他们一个
快乐的童年。

苏路侠介绍，每年她的
门诊会有3000多例病患，其
中1/3是18岁以内的孩子。这
些孩子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
问题，追根究底，大多与上学
期间家长逼得太紧有关。“每

年都会有很多成绩不错的中
学生，因为产生厌学心理而
被家长带来就诊，这些孩子
最多提到的，就是不愿再做
家长的学习机器。”

苏路侠提醒家长，小孩子
学习应该张弛有度，劳逸结
合，如果逼得太紧，很可能影
响到孩子正常的学习兴趣，进
而在孩子成长到14岁左右时，
便会集中爆发学习抵触心理。
若家长想培养孩子的兴趣爱
好，选择1-3门课程足矣。

心理专家：当心引发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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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没事做，大学生整天玩游戏

寒假是为了让孩子放松，不能把孩子逼得太紧。(资料片)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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