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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必读■ 议论风生

女儿在英国留学的 5 年中，
肖女士观察到，孩子面临的压力
很大。她认为，女儿面临的压力
有两点：

首先是文化隔阂。肖女士
说：“带着一张亚洲面孔在异国
学习生活，融入当地环境并不
容易。”肖女士在英国求学，那
时正读高中的女儿也和她一起
到英国读书，现已上大学。尽
管孩子一直有母亲陪伴，不是
孤身一人，肖女士还是看得出
女儿的孤独。

据肖女士介绍，这样的情况
不在少数。也有其他孩子随父
母辗转多国，常年在海外读书，

与中国文化失去接触，导致缺乏
自信。尽管父母也努力为孩子
营造中国文化氛围，但毕竟能力
有限。

其次，和孩子一起在海外留
学，家长和孩子双方落差都很
大。“来之前我们觉得 5 年的时间
应该能充分融入英国社会，孩子
也会很乐意在这里工作、学习。
但事实证明我们错了，现在还是
希望在学好知识后，能回到祖
国。”

在这5年中，肖女士和孩子经
常回国，每次回国都能感受到祖
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国内熟悉的
文化氛围与英国陌生的环境对比

之后，孩子更是毫不犹豫地决定
毕业以后要回国工作。

谈到低龄留学，肖女士持保
留意见。“低龄留学的好处还是
因人而异，不能盲目跟风把孩子
送出去读书。如果没有充分的
考虑和前期准备，父母和孩子都
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像我的女
儿尽管有我陪在身边，但她还是
很孤独。”

相关留学专家表示，学生年
龄不同，陪伴方法、教育方法等也
不同，如何做出适合自己孩子的
选择，需要父母审慎考量，比如对
国外中小学教育体系的熟悉程
度、孩子能否适应新环境等这些
因素都应该考虑到。同时，也要
尊重孩子的意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不能盲目跟风

如何看待利与弊？

低龄留学家庭的纠结与决心
学生年龄不同，陪伴方法、教育方法等也不同，如何做出适合自己孩子

的选择，需要父母审慎考量，比如对国外中小学教育体系的熟悉程度、孩子
能否适应新环境等这些因素都应该考虑到。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

“春节又快到了，我和爸爸在犹豫要不要乘假期去看小涵，但又怕影
响她的学习。其实，自从送小涵到英国留学之后，我就很纠结。一是不知
道这么小让她出国留学到底对不对；二是担心她能不能适应国外中学的
学习和生活。”家住上海的吴玲(化名)在女儿小涵初二时将其送至英国读
书，“当时也是咨询了不少留学机构，认为初二是比较合适的时间节点。”

新东方联合调研机构2018年5月共同发布的《2018中国留学白皮
书》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接受孩子在高中或高中以下阶段出国留
学。该《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家长对于小学阶段留学的意向达27%，
中学阶段为29%，高中阶段为24%。

随着越来越多的低龄学子出国读书，吴玲所感受到的纠结也是很多
低龄留学家庭需要面对的——“哪个年龄是孩子出国读书的最佳时间？”
“能否适应国外的学习生活？”“如何看待低龄留学的利弊？”

家长望子成龙，想给孩子一
个美好的未来，送去“一对一”培
训班，但换回的是孩子的身心受
伤……2018 年以来，仅深圳一地
就已经发生 8 起校外培训机构教
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这也提醒
我们，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
不仅是“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
乱 象 ，还 会 有 更 危 险 的 事 情 发
生。（1月26日《半月谈》）

“一对一”辅导，是很多培训机
构招生时主打的招牌，但“一对一”
最容易发生性侵，因为教学现场往
往没有第三个人。所以，监管部
门、培训机构以及家长、学生，都应
把“一对一”培训作为防范性侵的
重点，不给某些老师作案机会。

笔者发现，很多家长受熟人介
绍，或者受培训机构促销影响，不太
重视培训机构合规性，也不看培训
老师是否有教师资质。加之培训机
构多而分散，很多藏身于居民楼或
公寓楼，监管难以覆盖到，更需要家
长多操心。另外，很多家长也没有
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自我保护。

保护孩子安全，培训机构责无
旁贷，但在泥沙俱下的校外培训市
场，一些培训机构招聘教师不仅不
查资质和履历，反而把没有资质、
经验的人包装为“名师”。对于教
师问题，不仅需要培训机构自觉规
范，也需要有关方面进行有效监管
监督。专家建议，教育部门应主导
构建培训机构行业运营标准，推行
从业禁止规定，建立“黑名单”。

另外，防范性侵儿童还需要安
全方面的精准设防。譬如，深圳将
在全市幼儿园推进安全监控系统的
安装和升级，重点区域监控还将与
公安部门联网，所有培训机构也应
效仿这种做法统一安装监控设备，
涉及“一对一”辅导应与公安联网。

虽 然 这 次 事 发 的 培 训 机 构
位于深圳，但也需要各地监管部
门高度重视孩子在培训机构的
安全问题，同时也要引起国家层
面关注。 据《北京青年报》

培训机构
安全问题应
引起更大警惕 寒假来到，不少家长悬起了一

颗心，要么害怕孩子在整日的嬉戏
中荒废了学业；要么，雄心万丈，预
计用学习资料将孩子寒假所有的
时间填满，以期成绩再度提升。这
两种情况，其实，家长都想“界
入”。从哪里界入，怎样界入便成
了一个问题。

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安排不
好生活，学习也将无处安顿。生活
乱了，学习必然也是一片混乱。有
的孩子，在假期中，常常深夜不睡，
一熬便熬到凌晨二三点。据我和学
生相处的经验，其实在午夜12点之
后，学生所做的事情大多与学习无
关。这样，每天早晨自然便不能按
时起床。一觉睡到临近中午。睡得
晚，起得晚，人容易昏昏沉沉，每天
做事的效率不高。这样恶性循环下
去，不但对身体无益，高效率学习的
时间其实也很有限。

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现
代人不光是现在要面对学习的问
题，他将终身协调学习与生活的关
系。而且，成功很重要的一面，是
来源于彻底的自我管理。因此，在
寒假中，帮助孩子协调学习与生活
的关系，帮助孩子养成自我管理与
自我安排的能力，对于孩子将来进
入大学，以及今后一生的幸福与成
功都至关重要。一个面向未来，幸
福有成的现代人一定是能够和谐
地处理好学习与生活关系的人，也
一定是一个很会自我管理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假期便是个很重
要的练兵场与实习地，因为合理安
排好假期生活，有助于锻炼培养孩
子，而这种锻炼和培养关涉孩子一
生幸福与成功。

学习，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
分。在寒假，我们一些家长愿意在

“题”中，愿意在“辅导班”中提升成
绩。其实，相当一部分，甚至可以
说，真正拉开学生之间差距的分数
不在“题”和“辅导班”中；“分”在对
生活真实和丰富的热爱与感受中，

“分”在对生之乐趣的体味中，“分”
在孩子的心胸与视野中，“分”在对
生命的理解中，“分”在对世间杰出

生命的认同与崇仰中。以上这些内
容，即构成了“分数”本身真实丰富
的内容；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孩子不
断追求“分数”的根本动力与能源。
我的学生杨柳青青（考入北京大学）
的作文获得了高分。考场上，她的
笔下挺立的是一株“华山松”。

我见证了华山松这位青年追逐
理想的过程。一阵星空引发的激
动，被他注入血脉，沉淀成每一次
心跳，支撑着那向星空迈进的每一
步。他是离地最近的人，土地是他
实现理想的依托，步步稳扎，见证
了他的顽强与辛酸；他是离天最近
的人，天空进入他的眼眶、又进入
他的心胸，每每昂首，见证着他的
辛酸与顽强。离天最近，离地最近，
他站满了天地。

一颗心，仰望星空，一双脚，稳
踏大地，生命从未如此舒展。

高中三年，我们一共举行了7次
游学活动。2009年暑假，在游学活
动中，我们师生同游了巍巍华岳。
当啸傲云霞挺身峭立于千尺危崖的
华山松出现在我们师生眼前的时
候，它的虬枝铁干与飒然风骨大概
就已深深烙进了我们的心底。归来
后，就有同学借华山松寄托志向。
杨柳青青一年之后考场上的挥洒，
恐是当年印象之再现。这株华山松
冲开一般备考中“记”与“练”的局狭，

在构建作文高分的同时，在笔下流
淌的过程中，难道不关涉一个孩子
广阔的生活内容吗？难道不关涉一
个孩子的生命与理想吗？将学习看
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习才有了活
泼泼的能源，孩子才会在真正意义
上热爱学习，我们才能在谋求“分数”
的同时，发展“人”。高考的成功决不
是孩子生命的终结，而是孩子一段
生命全新的开始。因此，谋分，就决
不能以损害“人”为代价。因此，在寒
假中，应该帮孩子将生活安排的合
理、丰富、紧凑，有意义。合理设计一
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一个孩子
在活动中真正成长起来。

在学习中，一帆风顺的情况是
很少见的，每个人都要经历挫折。
高考最终能够成功的，总是那些心
性开朗、胸怀广阔，愿意与外界世界
不断交流的孩子。性格抑郁、视野
狭窄、课外知识贫乏、沉闷封闭，局
限在自我之中的孩子，学习上会遇
到更大的困难。例如，寒假可以带
着孩子去观一次冬天的沧海。在波
涛翻卷、大浪滔天的海边，读一读曹
操的诗句。与孩子一起研讨一下曹
操的征战、成功之道与个性为人。
我们现在的一些孩子表面上见得很
多，其实心胸、视野却很窄小。人生
的视野窄，没有优秀的“人”界入到
自己的生命中，相当多的时候会表

现为狭隘、低靡，前进的动力不足等
学习问题。出去走走，绝不是一味
的轻松娱乐，一味的吃吃喝喝。择
定一个地方后，如果能够让孩子自
我设计、自我规划，自我确立一些课
题，这样“地域”就变成了“老师”。
不仅“地域”是老师，“风景”亦可变
为老师。应该让秀美的山川，让大
江大河参与到孩子生命的、性格的
建设当中。一个孩子的生命中有江
海，有风景，他（她）必定会是一个波
澜壮阔、深情饱满的人。一个波澜
壮阔、深情饱满的人，才能搅动得
起更大的“分数”！“分数”需要广阔
的豪情，也需要充实的内涵！我们
一部分孩子在学习上常常魂不守
舍；在生活中，无论走到哪里，见到
什么，都无兴趣，都激不起生命的
感触与激情，只关注手中的游戏，
耳朵里的mp3，这样的孩子成绩优
异的实在是寥寥。改变孩子，改变
分数，很多的时候不是强迫他（她）
不断做题，不是强迫他（她）上辅导
班，而是帮助他（她）理清、发现、建
设生命的内里。

基于上述这些认识，为家长提
供如下几点建议。

寒假生活的安排，家长要隐藏
到背后，在充分了解孩子的想法后，
匡正，协调，改变，建设，执行。

寒假的合理安排，首先要有整
体的观念。对寒假中要做的大事、
重要的事，提前预估好时间、方式。
大事、重要的事安排进去后，小事自
然就放进去了。

寒假生活，具体到每天，应该从
作息时间表入手。帮助孩子养成自
我管理的能力与习惯，至关重要。
家长可以在给孩子一些基本原则和
核心建议的基础上，鼓励、启发，帮
助孩子自我制定寒假生活作息时间
表。待孩子初步制定完毕后，再和
他讨论，确定出最终方案。然后辅
助孩子一起执行。

许多“分”不在“题”里，利用
好假期宝贵的时间，与孩子一起
设计一些活动，在活动中，让孩子
真正长大。

据新浪教育

帮助孩子设计并合理安排假期活动

牛牛出国留学可谓做足了准
备。在决定送孩子去英国读书之前，
牛牛妈到英国的16所中小学做了实
地考察，最终选择将正读小学四年级
的孩子送至英国私立学校。

牛牛曾在国内一所实验小学
读书，学习成绩非常好。牛牛妈
与孩子约定，给他1年的时间尝试
独立在英国学习生活。1年后，自
己决定是否要继续在英国读书。

“如果孩子认为自己不适合在英

国读书，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我
们就计划让他回国多读 1 年小
学。但是 1 年下来，牛牛告诉我
们，他适应得很好，同学相处融
洽、相互尊重，最重要的是找到了
自己真正的爱好。”

在牛牛妈看来，牛牛之所以适
应很快，在于他性格阳光开朗、独立
生活能力强。“如果家里的经济条件
允许，出国读书作为一个阶段性选
择，是有价值的。”牛牛妈说。

阶段性选择的价值

对父母来说，孩子出国读书，担
忧是免不了的。“最担心的还是安全
问题。”牛牛妈是在到英国实地考察
并了解了当地的环境和文化之后，才
最终决定送牛牛到英国读书的。

“当然也会担心孩子的学业，
但其实这是孩子自己的事，我们能
做的只有鼓励和关心。”牛牛妈认
为，一旦做了决定，家长就应该信
任孩子。

而谈到和孩子分隔两地，是否
会感到亲情缺失，是否会有分离焦
虑时，牛牛妈认为正是因为分离，一
家人反倒更懂得珍惜彼此。“或许每
个人对家庭亲情的理解不一样，别
人有同一屋檐下的亲情，我们有万
里家书的幸福。我们属于比较开放

的家庭，既然基于孩子自身的发展
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坦然接受这
样的状态。”

出国读书不仅让孩子获得成
长，也让家长学会成长。从小学便
到国外留学，让牛牛渐渐变得独立
自主。牛牛妈告诉笔者：“如果孩子
离不开父母，不能成为独立的个体，
就不能发挥自主性、也会缺乏自驱
力，自我成长就无从谈起。”

当然，低龄留学对家长来说也
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家长应当学
会尊重孩子，通过适当正向的引导
给孩子以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并
让他们为此承担责任。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给予支持，而不是强
迫。”牛牛妈如是说。

成长的不仅仅是孩子
资料漫画

过去一年，教育部开展了对
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行动。
教育部最新通报显示，全国问题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整 改 完 成 率 为
98.93%。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
了很好的成效，对于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
负担和改善基础教育生态等都将
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取得的治理成效令人欣
慰，不过也要看到不管是校外培
训机构治理，还是中小学生学业
负担过重问题，都属于典型的教
育顽疾。既然是教育顽疾，治理
过程就不会一帆风顺，就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甚至很可能出现
反弹。总而言之，教育顽疾的治
理不会有真正的完成时。

要及时总结经验，对治理过
程中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要持之以恒地推进下去；针对重
点、难点问题，要加强监测，不断
巩固和深化治理成果，防止复
发。寒假即将到来，校外培训热
又有可能重燃，教育部近日要求

“抓住寒假这一关键节点，加强热
点区域巡查，严格审核备案，加强
培训管理，坚决杜绝问题反弹”，
正是看到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
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治理教育顽疾的过程中，
旧有的问题可能会复发，而新问
题、新现象也可能不断冒出来。
这就要求有关部门结合新情况，
及时调整策略，推出新措施。

去年10月以来，国家网信办
会同有关部门集中开展 APP 乱
象专项整治行动，仅在苹果应用
商店中就有超过15000个教育类
APP被进行了下架操作。最近，
教育部又出台了严禁有害 APP
进校园的文件，各地方教育部门
也纷纷启动了对学习类 APP 的
排查清理活动。同时，新问题也
在出现，媒体调查发现，在政策高
压之下，学习类APP中的涉黄内
容、网络游戏被人悄悄转移阵地
到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中。比如，
一个作业类APP，2017年就被媒
体曝光违规，但屡禁不止，2018
年 10 月，再次被媒体曝光，并终
于因涉黄和游戏泛滥被有关部门
关停。没想到关停次日，其APP
和官方微信立马更名上线，而且
依然嵌入第三方游戏平台，利用
游戏吸引中小学生流量。

面向青少年的学习类产品，竟
然出现大量的涉黄内容，已然是突
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线。但是一些
企业被监管部门处罚之后，不思悔
改，转移阵地继续向未成年人发布
有害信息；有的微信公众号则蹭上
了热点，利用媒体曝光问题企业的
热度上线，拿色情文章和网游大肆
吸引用户流量，不断突破底线。这
些行为着实可恶、可憎。这些毫无
底线的企业的存在，也在提醒监管
部门不能高估一些唯利是图者的
道德底线，更不能低估治理有害信
息的难度。这些涉黄内容附身的
平台，尤其要积极履行监管责任，
严格落实内容审核、资质验证的责
任，切实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营造
良好环境，避免成为传播各类有害
信息的温床。

校园欺凌也是教育领域的一
个痼疾。近年来，从教育部到各
地方，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综合治
理都非常重视，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校园欺凌预防和治理制度。教
育部等部门发布的《加强中小学
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要求，学校
在启动调查处理程序10日内须完
成调查；广东出台的校园欺凌治
理方案，明确了起侮辱绰号也属
欺凌……整体而言，校园欺凌治
理成效显著，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但由于校园欺凌问题的复杂
性、隐蔽性等特征，使得校园欺凌
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存在。一些学
校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的能力仍
有待提升。这都在提醒我们，面对
校园欺凌这一教育顽疾，要探索更
多有效预防措施，从青少年法治教
育、校园欺凌报告机制、处置校园
欺凌机制等多方面，提高学校综合
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能力，给孩子
们营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很多教育问题，虽然发生在校
园之内、师生之间，但其实并不仅
仅是教育问题，而是错综复杂的社
会问题在教育领域内的投射。这
些问题很容易成为教育顽疾，对孩
子的健康成长危害程度深、治理难
度大，并且容易反复。面对教育顽
疾，必须保持狠劲和韧劲，不断深
化和巩固治理成果，同时又要针对
新问题、新现象，及时调整策略，推
出新举措，避免“按下葫芦浮起
瓢”。只有坚持“扭住不放，一抓到
底”的工作作风，以没有完成时的
姿态不断推进教育顽疾的治理工
作，方能迎来理想的教育。

据《中国教育报》

治教育顽疾
须扭住不放
一抓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