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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李娜娜 韦晓涵

培训班一片火爆
都称有“一线教师”

“暑假这么长，不给孩子报
个班，他不玩疯了!再说，人家都
报班，他不报，开了学肯定会被
落下。”济南一名初中生家长道
出了家长们普遍的心态。事实上
也正如这名家长所言，多数家长
会在暑假时给孩子报这样那样
的培训班。

家长的需求给各类培训机构
和辅导班带来了好生意。为了吸
引学生，一些培训机构的广告词
中也是说得天花乱坠。“精品小班
辅导”、“一线骨干教师”等颇具诱
惑力的词出现在宣传单页上。

一家“初升高衔接”辅导班推
出了3-5人精致小班，还特别注明
聘请了高中在校高级教师。在该机
构的宣传材料中，还称与官方部
门及济南市多所优秀高中保持密
切联系，能够掌握一手教学资料
及教学资讯。

“所有的辅导老师都是聘用
的在职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北
园大街一家培训机构表示。

甚至有些正规的培训机构也
倾向于用“一线骨干教师”来招揽
学生。市民胡先生的孩子即将上初
中，他与这个机构电话联系时，对
方最后道出实情，为了好招生就打
了这样一个“幌子”。

培训机构中真的藏着这么多
一线精英教师吗？省城一名初中
老师李琳（化名）说，在自己周围
从来没听说有在培训机构兼职或
自己办班的教师，“轻则通报批
评，重则停课处分，谁愿意冒这
个险？”

“名师”授课幌子多
很多没教师资格

对此，曾在培训机构担任过老
师的王晓燕（化名）坦言，不排除部
分在职教师为了赚点外快偷偷在
培训机构兼职，但由于这样风险较
大，真正教龄长经验又丰富的老教
师多不会去冒这个险。

王晓燕说，更多的所谓“名师”
只是从社会上招聘的普通人员，很
多甚至压根不具备教师资格。尤其
是一些不太正规的培训机构，哪怕
只是普通的在读大学生或者研究
生，稍加包装就可以上岗授课。

大学生小李就曾经在一家兼
有培训功能的小饭桌应聘过。这

家小饭桌位于奥体一带，接收的
多是住在附近的孩子，一般是小
学生。“要给孩子讲题、辅导课后
作业等。”小李说，而且不分什么
科目，“什么都教。”

小李感觉，这里所谓的培训不
过就是监督一下孩子们写作业，但
当时小饭桌的负责人却一再提醒
自己：“如果家长问起来，一定要说
是在校老师。”小李说，幸好孩子们
的课程都比较简单，并没有难倒自
己，而且由于家长一般下班较晚，
接上孩子就走了，所以自己一直没
有“露馅儿”。

陈瑜是济南“芽趣托管成长
乐园”的负责人，她坦言，暑假很
多小饭桌都是关门歇业状态。“多
数是些年纪较大的妇女，教育资
质达不到，也开不了。”陈瑜说。目
前她的托管中心只单独开了一个
美术班，按周招收孩子培训，由一
些有教师资质的老师授课，凭这
一点就能吸引不少家长。

一家大型培训机构招生方面
的负责人则提醒家长，报班虽然可
能让孩子的成绩有所提高，但务必
征得孩子同意。“曾经有个孩子课
间偷偷溜回了家。”该负责人说，还
有的孩子出于对暑假培训的抵触
心理，上课也不会好好听讲，达不
到培训效果。

大大学学生生一一包包装装，，成成培培训训机机构构名名师师
暑假培训班很火爆，师资宣传猫腻多

带带77公公斤斤黄黄金金入入境境，，““土土豪豪””海海关关被被查查
价值263万元，是青岛机场海关查获的最大一起“黄金案”

本报青岛8月1日讯（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苏亮 王

霄） 8月1日记者获悉，青岛流
亭机场海关日前查获一起中国
籍旅客违规携带超高价值黄金
制品入境案件，现场共查获黄
金制品16件，总重7640克，发票
金额折合人民币263万元。这是
该关历史上查获的最大一起违
规携带黄金制品入境案件。

7月29日13时10分，青岛流
亭机场海关在对来自日本东京
的NH927次航班的入境旅客监
管过程中，发现一名中国籍男
性旅客与一名女性同行者携带
6件行李进入海关查验区，未向
海关申报任何物品。

海关关员在对其行李物品

进行X光机机检过程中，发现
其行李中含有多件高密度金属
制品，决定对其开包查验。经过
现场开包查验，共查获黄金制
品16件，总重7640克，价值约
4096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63万
元，目前已被依法查扣，案件正
在进一步处理中。

据青岛海关工作人员介
绍，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
制进出境物品。旅客携带黄金
及其制品进出境，超过50克需
向海关进行书面申报。在自用、
合理数量范围内的，海关予以
查验放行；超出自用、合理数量
携带进出境的黄金及其制品，
视同进出口货物，须以货物进
出口方式报关。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关员正在对查获的黄金制品进行查验。 通讯员 苏亮 摄

一放暑假，孩子们大都有要痛快玩一玩的想法，但很快这种想法就会被家长击碎。在济南，不少家长出于孩子没人管或或防止学业落下的心
理纷纷给孩子排满课程。但记者调查发现，一片火爆的培训班却藏着不少猫腻，那些宣称在职教师授课的，实际上有不不少是在校大学生。

小卓（化名）不久前刚刚参加完小升初考试，原本以
为终于盼来了一个没有作业的暑假，他准备痛痛快快玩
一玩，没想到由于父母担心他进了初中跟不上，暑假还
没开始，就替他报了省城一家辅导机构的小初衔接班。

“同学都报了班，如果我不报的话，就会被落在后面。”
这是小卓从父母那听来的。于是，小卓无奈下一气儿报了两
科辅导班，上午数学，下午语文。“中午爸爸妈妈没空接我回
家吃饭，只能在辅导班里凑合着吃点。”小卓说，好在班上和
他“做伴儿”的同学并不少，20多人的班里，就有七八个全天
耗在了培训班。

即便下午上完课，小卓也不能立刻回家，而是在培
训班的自习室里复习一下或者写写作业，等5点多妈妈
来接自己。

即便这样，小卓还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有个同
学，白天在辅导班里上课，晚上还要去学跆拳道。因为时间
来不及，很多时候晚上他都没法回家吃晚饭，只能跟着爸爸
在外面吃碗牛肉面。”小卓说。

据了解，暑假到来并没能真的让很多孩子轻松多久。不
少父母出于孩子没人看以及担心孩子作息打乱、学业落下
等原因，纷纷把培训机构当成了托管的好地方。在山大路和
文化东路路口的一家围棋社，负责人郭先生表示，暑假班这
里招了100多个孩子，七成都是从早上7：30到晚上18:00全天
托管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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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场培训班，没空回家吃饭

葛忙碌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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