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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缩短了

辅导班占据玩乐时间

单调童年映射成人影子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小学生称同学“老公”

雷倒老师

“小学生应该是天真、单纯
的，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尤其是
到了高年级以后，最明显的现象
就是‘早恋’。”济南市某小学六
年级班主任吴丽(化名)说，如今
的孩子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
上，都明显早熟。

吴丽告诉记者，前不久，班
里的一名男生突然没有到校上
课。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这名
男生平时在老师面前挺老实。
随后，吴丽赶紧联系家长，但家
长说，孩子没有生病，但就是不
想去学校，他们也不知道为什
么，很着急。

吴丽了解到，这名男生既
没有和同学闹矛盾，也没有和
任课老师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第二天，她来到男生家中了解
情况。最初，他死活不肯开口，
吴丽把他的父母支开后，耐心
做思想工作，男孩终于开了口。

“原因让我很吃惊，竟然是因为
他喜欢的邻班女生不理他了。
他自称‘失恋了’，很没面子。”
吴丽说，她开导了半天，才把这
名男生劝回学校。

另一所小学的科学课老师
告诉记者，有一次他给五年级的
同学上课，无意中叫起两名同学
回答问题，结果其他同学要么
笑，要么窃窃私语，甚至还有个
别调皮点的孩子起哄，这令他感
觉不正常。后来，他听学生说，那
两名学生在“谈恋爱”。

更令一名小学副校长吃惊
的是，有一次放学路上，她亲耳
听到，几名女生边走边大声聊
天，称“老公如何如何”、“谁喜欢
谁”……言谈举止明显与小学生
的身份不符，俨然是社会青年，

“真不敢相信这些话出自小学生
的口。”

小学生过生日去KTV

喝酒、唱歌

济南某小学大队辅导员赵
老师告诉记者，她从一名学生的
QQ空间里看到了令她很惊讶的
照片。这些照片显示这名学生和
其他同学一起在KTV过生日，画
面中这些小学生穿着打扮时尚
成熟，每人一瓶啤酒，边喝边唱。

“现在我们已经禁止学生
举行生日聚会。”某小学政教处
主任告诉记者，原来经常见到
过生日的学生叫上一帮同学或
者去肯德基，或者在班里聚会。
隔 三 差 五 地 ，有 学 生 开 生 日
PARTY，相互送礼物，蛋糕也
从最初一层的，到最后三层的，
越来越大。“相互攀比，风气越
来 越 不 好 ，所 以 学 校 赶 紧 喊

‘停’。”
济南市师范路小学副校长

韩丽说，如今早熟越来越低龄
化，甚至已经提前到四年级、五
年级，但以六年级学生最为明

显。“大概得有1/3的孩子言语、
行为、穿着打扮有向成人化发展
的趋势。”

记者采访了解到，省城不少
小学不要求学生天天都穿校服，
一般只在每周一升旗仪式或者
有集体活动时，才要求学生必须
穿上。“不穿校服时，你就会发现
有些学生穿得不太符合身份，比
如吊带衫、洞洞裤等。”一名小学
大队辅导员说，尤其是一些六年
级学生，由于身体发育迅速，校
服往往变小，但儿童的服装他们
又觉得幼稚，就觉得大人的衣服
好看，处于尴尬期。“我觉得和家
长的审美、引导也有关系，因为
有学生告诉我，衣服是妈妈给买
的。”

采访中，多所学校的老师表
示，对于小学生手上、脖子上佩
戴的手镯、项链等首饰，班主任
一经发现，立马制止。“夏天，我
们不允许女生穿吊带衫和超短
裙，男生不能穿太短的短裤。”济
南市阳光100小学大队辅导员白
冬梅说。

喜欢流行歌

追捧恐怖、言情读物

早熟体现在多个方面，采访
中，不少小学老师深有体会的还
有，流行歌曲、娱乐明星以及一
些恐怖、言情类读物在学生中间
的流传。

某学校政教处主任说，小学
生的早熟不仅表现在生理方面，
还有心理上。他认为，除了生活
水平提高、食物营养丰富外，电
脑、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影响也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一
二年级的孩子，有的不喜欢看动
画片了，倒是对一些言情类的电
视剧很喜欢看，看得多了，就会
去模仿。”他说，以前大家感觉讳
莫如深的话题，现在的小学生一
点也不回避，甚至比大人知道得
还多。

“你要问学生经典传唱的校
园歌曲，他们可能不知道，但你
要问当下的流行歌曲，他们一般
都会哼唱。”采访中，一名五年级
的班主任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她
在语文课上讲人物形象时，举了
电影《泰囧》里王宝宝的例子，没
想到学生们踊跃发言。而且学生
们评论起电视剧《蜗居》、《甄嬛
传》，甚至正在热映的《宝贝》也
是头头是道。“喜欢追星，关心明
星绯闻。”

一名三年级男生告诉记者，
他 们 喜 欢 唱 的 歌 曲 有《 江 南
STYLE》和《大笑江湖》的主题
曲，而且不是原版的，都是恶搞
的。不仅如此，一些古诗词也成
了被恶搞的对象。他现场给记者
来了一段：日照香炉烤鸭店，各
种美食在眼前。口水流了三千
尺，一摸口袋没带钱。“有从网上
学的，有自创的，很好玩儿。”

除此之外，学校周围商店在
售的各种恐怖、迷信、言情类图
书，也很受中小学生青睐。

“六一”儿童节恰逢周六，但并非每个孩子都期盼

着。对很多在周末固定上辅导班的孩子来说，享受一个

完整的节假日，寻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越来越多孩子从还是胎儿时，

就开始接触有指向性的胎教，注定了童年的单调。

历城区的赵明(化名)上
小学三年级，今年的“六一”
儿童节不能休息。当天上午，
他要去上两个半小时的奥
数，下午还要去上两节课的
电子琴，每节课40分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像
赵明一样的小学生并不少。
赵明的妈妈李女士告诉记
者：“儿子班里几乎每个孩子
下课后都要去上辅导班，让
他学电子琴有点不大乐意，
我替他报的名，主要是培养
他点兴趣爱好。”

不仅很多小学生被辅导
班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些幼
儿园的孩子也要参加辅导班
的培训。记者在对济南市某
所幼儿园采访时，几乎每个

孩子课后都有一个辅导班至
几个辅导班不等。

历城区某家培训机构负
责人告诉记者，他的培训机
构共有几十个班级，每个班
有15个孩子。培训班主要涉及
乐器、美术、舞蹈等培训。他从
事培训行业已经十余年了，孩
子参加培训的越来越多。

据该负责人介绍，他刚
入行时，社会上专门从事培
训的机构还不多，主要还是
依靠学校的老师、大学生以
家教形式对孩子辅导。相比
十年前，现在培训的科目也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十年前
的热门科目奥数、珠心算等
早已不热门，表演、主持等成
为新的热点科目。

每个孩子都有课外辅导班

不仅辅导班开展得如火
如荼，早教中心也早已遍地
开花。记者仅在电脑上输入

“早教中心”，便可搜到十几
家。有些早教中心完全是济南
的本土品牌，还有些是连锁机
构，甚至还有些国外品牌。

记者电话咨询了几家早
教机构，他们均向记者称0-6

岁是孩子一生最重要最关键
的学习阶段之一，这一阶段决
定了孩子一生的性格养成、智
力发育状况，“婴幼儿早期教
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据某早教中心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济南每年有30

万新生儿，直接或间接进行
早期教育的家庭占到了40%

以上，希望接受早教家庭的

数量每年都在上升，市场非
常庞大。

记者采访时，恰巧碰到
市中区的蔡女士来给自己刚
过9个月的女儿办理早教课
程，她共充值了6000元，“邻
居的孩子都在培训，我的孩
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

王女士出生于1969年，
1976年才上小学，“那时根本
没有幼儿园。”她认为现在孩
子负担太重了，“几乎所有的
孩子都有课外辅导和学习。”
王女士对她上学时代的很多
游戏已经消失感到非常惋
惜，“现在很多家长，因担心
安全问题很少让孩子出家
门，很少像我们当年一样到
处出去玩。”

早教中心遍地开花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
展学院王忠武教授认为，重
视教育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
统，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
下，家庭加大对孩子的投入
不足为奇。

儿童的课外辅导班过多
是一个老问题，“这与当代中
国的高度竞争有关。”改革开
放后，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
过度，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
性，“这是整个社会的急于求
成、浮躁在孩子身上的集中
体现。”

对儿童进行适度的教
育无可厚非，“但不少家长
过度迷恋于早教和辅导班
则是不可取的。”现在很多
孩子几乎无所不学，但选择

课程时应更多的是根据孩
子自身的兴趣，“并不是学
得越多越好。”

对孩子进行过度教育违
背了教育规律，“美国和德国
的儿童很少进行什么辅导班
教育，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
社会之才。”王忠武警告道，
如果不按照教育规律，让孩
子上过多的辅导班，“可能会
让孩子形成本不该有的焦虑
感，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王忠武认为社会的竞争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累
倒在起跑线上。”孩子的智商
培养很重要，孩子的情商培
养更为重要，“教育应该关注
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把童
年还给孩子。”

社会学家>>

把童年还给孩子

过生日去KTV唱歌喝酒，同学间互称“老公老婆”

言谈举止成人化，孩子的童年
本报记者 李飞

小学生“口头禅”

羞死老师

“你会说哪些口头禅？”5月29日，
记者在济南市某小学三至六年级分别
选取一个班做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
效问卷210份。记者发现，这些小学生
会说的口头禅，最少的一个，最多的达
二十个。

记者整理发现，这些小学生的口
头禅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质疑型：你有完没完？闲的吗？你
二吗你？你有病呀？凭什么？

感叹型：Oh、My God、我的天、苍天
啊、妈呀、你摊上大事了、吓死我了……

烦闷型：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一
边去、别找事、你别烦我、囧、讨厌……

粗俗型：我X、放屁、脑残、傻X、去
你的、他X的……

“有些孩子的口头禅让老师都脸
红。”而这些让成人都觉得不堪入耳的
词，却成了不少小学生常说的口头语。
记者采访时，正值课间时间，亲耳听到
三名五年级的男生用脏话“XXX”相
互嬉笑打闹。

李云龙的脏话

教坏了孩子

“现在有些学生已经不说口头禅
‘我X’了，而改说‘我擦’了。”省城一
小学政教处的老师无奈地表示，小学
生尤其是中高年级学生，口头语太多
了，而其中不少都是脏话。

一名小学班主任老师告诉记者，
学生们守着老师一般都会收敛一些，

但私下里他们之间说的话有些真的没
法听。他说，有一次放学后骑电动车回
家，路上听到学生三五成群地在聊天，
满口脏话，让他非常吃惊。

“我觉得孩子们的口头禅和网络
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网络游戏的影
响。”济南市新世界小学大队辅导员高
科说。在记者的调查问卷中，“这些口
头禅你是怎么知道并学会的？”他们普
遍回答来源于电脑、电视、家长、同学
甚至自创。其中回答“从网上学的”的
同学最多，其次是电视和同学。

一名五年级学生说，他的口头禅
“我去”、“我勒个去”、“神马都是浮云”、
“屌丝”、“我呸”全部来自网络和电视。
还有学生称，自己的脏字口头禅，是跟
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学的。而一名
三年级学生说，他是跟高年级学生学会
的“我X、他妈的”等口头禅。

“我靠”只是

听起来很酷

“无论是学自网络、电视，还是同
学、家长，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模仿，其
实他并不知道这些口头禅的真正含义。”
高科说，有一次他无意中听到一名学生
说了句脏话口头禅，问这个孩子，他根本
不知道是难听的话，就觉得好玩儿。

而在记者的问卷调查中，“你是否
知道这些口头禅的含义？”回答“不知
道”的占了五成，还有部分学生回答“不
是特别清楚”，少部分学生回答“知道。”

“别人听起来是脏话，而在学生的
口中，他自己可能认为很有派，估计是
想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高科说。

在某小学五年级3班的问卷调查

中，记者发现了一个现象，对于“这些
口头禅你是怎么学会的？”该班多名学
生均回答了同班两名男同学的名字。
一名小学生回答说，他并不知道“我
靠”是什么意思，但周围好多同学都
说，觉得“很酷”。“是脏话吗？我觉得应
该是表示‘惊讶’的意思。”

老师、家长

要及时阻止

“三至六年级的学生特别容易模
仿和跟风。”济南市师范路小学副校长
韩丽说，小学生接受新生事物快，这些
不良“口头禅”折射的是社会对孩子们
的不良影响和误导，应该引起学校、老
师和家长的重视。

而在记者的问卷调查中，当你说
这些“口头禅”时，老师和家长会阻止
吗？大部分学生回答“会阻止”、“有时
会阻止”。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回答：“我
在家长和老师不在的时候说，他们不
知道。”

“一旦发现有学生说脏话，我们会
立马制止。”历下实验小学五年级1班
班主任张晗萌说，小学生正处于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对一
切新鲜事物都好奇，明辨是非的能力
弱，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和家长首先
以身作则，然后及时制止后进行正确
地引导，而不是放任自流，置之不理。

济南市新世界小学大队辅导员高
科表示，孩子们口中的不良“口头禅”
颠倒了是非观念，除了老师和家长的
正面引导外，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尤
其是净化社会环境，给孩子们创造一
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催熟的童年】之语言篇

脏话口头禅，自以为挺酷
不少小学生张口就来，多数模仿自网络和影视剧
本报记者 李飞

“我勒个去”、“I服了U”、“别得瑟”……近日，省城市民刘女士无意中听到上五年级的儿子与同
学打电话时，竟满口的“口头禅”，这着实让她吓了一跳。记者在省城一小学三至六年级问卷调查显
示，各种成人世界的“口头禅”在一些小学生中颇为流传。

“社会太多元、太开放，对孩子们
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好的影响，也有
危害。”采访中，多名教育人士坦言：
小学生比以往早熟，与整个社会大环
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受网络的影响较
大。面对早熟的现实，他们建议“宜疏
不宜堵”，应该给予孩子正确合理积
极的引导。“同时对孩子而言，一定要
加强网络控制，尽量减少网络的不良

影响。”
“尤其是早恋现象，其实严格来说

不叫恋爱。”济南市师范路小学副校长
韩丽说，现在的孩子发育早，一般在六
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青春期，对异性
产生好感。“这个时候，如果和哪个孩子
走得比较近，就容易投入感情。”

韩丽建议，一旦有学生“早恋”，无
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坚决不能堵，一定

要疏导，而不能采取强硬的态度。否则，
青春期的学生心理逆反，很可能由“地
上”转为“地下”，危害更大。

“别给学生贴上早恋的标签。”她
认为，正确的引导方法应该是，对学
生的这种情感体验表示理解，让他们
知道这属于正常现象，这仅仅是对异
性的好感，不叫爱情，“告诉他们如何
正确面对与处理。”

教育人士>>

别给学生贴“早恋”标签

小学生竟也“早恋”，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不穿校服

时，有的小学生穿着打扮与成年人无异。爱看影视剧，爱听流

行歌，爱读恐怖、言情类的书籍，过生日去KTV唱歌……如今

的小学生行为方面也已“早熟”，身上映射出不该有的成年人

的影子。

编者按
小学生“老公老婆”互称，脏话当口头禅耍酷。成人化的语言替代了童言无忌，老成事故取代了天真无邪，快

乐玩耍过早让位于补习班……网络时代，成人的世界孩子避之不及，孩子的童年也在悄悄地缩短。
是什么催熟了孩子的童年？本报记者深入校园内外进行了追踪调查。

5月31日，济南市最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
学校——— 济南锦苑学校举行了“六一”节庆祝活动。
活动首先对贫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了爱心捐
助，帮助这些学生实现一个心愿。文艺演出则圆了孩
子们的舞台梦。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刘玉强 摄影报道

5月31日，济南市
解放路第一小学特邀
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

“送戏进校园”，为同
学们带来一场视觉、
听觉盛宴。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5月31日，在长清一所希望小学，面对来自省城小学生的拉丁舞表演，露背装让
一名男生害羞地捂上眼睛不好意思观看。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我害羞

看话剧

【催熟的童年】之行为篇

演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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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辅导班的宣传单铺天盖地。（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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