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新观察

最后说一下培训机构的课程和课

时安排。 小学阶段课程名目众多 ， 比

如， 现在特别热门 的 跨 学 科 多 角 度 研

究 （STEM） 课程 。 但是在不少机构 ，
该 课 程 变 成 了 几 节 乐 高 课 、 几 节 机

器人课和几节实验课的合体———典型

的 概 念 炒 作 ！ 同 样 的 炒 作 ， 还 有 创

意思维课 、 数学思维课等等 。
相比之下 ， 初高中阶段的课程就

没有小学那么多花头 ， 一般会有普通

班、 提高班 、 突击班 、 承诺班等不同

的说法。
其实 ， 普通班和提高班 ， 就是最

基 础 的 班 级 。 如 果 是 同 一 个 老 师 上 ，
那课程内容基本一致 ， 最多就是进度

上的差别， 不要指望老师会因材施教。

所谓的 “突击班”， 往往是机构在考前

临时加出来的班级 ， 在原有生源的基

础上， 对一些没有信心的学生再 “薅

上一遍羊毛”， 一般费用也会略高。 而

“承诺班”， 这其实是机构利润最高的

一块蛋糕了 。 因为 “承诺班 ” 的策略

是通过收取较高学费 ， 用概率测算来

提高收益 ， 考试后真正能够享受退费

的学生只是极少数 ， 所以机构特别乐

意开设这样的班级。
至于课时安排 ， 我也来帮家长们

算一笔账。 现在学校的课是 40 分钟一

节， 语数外的话， 一周大致在 5 节课，
也就是 200 分钟的样子 ； 小学科一般

2-3 节， 也就是 80-120 分钟， 一学年

两学期， 大概 36 个教学周。 再看机构

的排课， 一节课 90 分钟-120 分钟， 按

照通常每学期 16 课时 ， 寒假 6 课时 、
暑 假 12 课 时 ， 一 年 基 本 在 50 节 课 。
简单计算就可以发现 ， 机构的课程数

量甚至会超过学校的授课时间 ， 有没

有这个必要 ， 明眼人一看便知 。 这也

就是我之所以在文章开头 ， 和好友 A
对话后特别生气的原因。

说了那么多 ， 只是想告诉大家一

些机构培训中的 “套路”， 并不是说所

有人都没必要去额外补习 。 补习 ， 是

因人而异的 ， 适时适度的校外培训是

学校学习的一种补充 。 但是家长和学

生们必须要清醒一点 ： 不能盲目地相

信培训机构 ， 该怎么选择 ， 我想各位

家长应该会懂。

一家机构有没有资质 ， 这其实是

市场管理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 ， 对于

绝大部分家长并无实际意义 。 我们所

说的培训机构 ， 基本分为证照齐全的

培训学校和作坊式经营的小型工作室。
前一段时间 ， 上海对教育培训市

场开展轰轰烈烈的整治 。 因而 ， 家长

们 或 许 会 发 现 ， 现 在 去 报 班 的 时 候 ，
所有机构基本都会声称自己是有资质

的 。 但 请 大 家 注 意 ， 所 谓 的 “有 资

质”， 应该指的是有照有证， 即营业执

照和办学许可证齐全 。 而我们检验这

些机构是否有资质的最简单方法 ， 就

是看对方能否开出培训费的正规发票。

再 说 师 资 。 对 学 生 和 家 长 而 言 ，
师资的好坏远比培训资质重要 ， 也是

家长给孩子报班时更迷信 、 更盲目的

地方 。 但凡是个机构 ， 都会说他们那

里的师资特别好 。 这里 ， 我们就举一

些常见的宣传材料作为例子———
套路一： “××老师 ， 知名院校理

科院系毕业， 擅长学生数学思维培养，
所教授的学生屡获殊荣。”

这是一家位于复旦科技园的知名

教育培训机构所作的教师介绍 。 我相

信大家已经发现 ： 这样的介绍并无实

际内容 ， 空洞无物 。 孩子上完课后家

长追问 ： “这个老师上课好吗 ？ 听得

懂 吗 ？” 孩 子 特 别 开 心 地 回 答 ： “听

得懂的 ， 老师还表扬我了 ， 给了我奖

品 。” 并 随 手 拿 出 一 颗 糖 。 对 于 小 朋

友 ， 她 们 特 别 尊 重 被 称 为 老 师 的 人 ，
给予小恩小惠 ， 便很容易成为老师的

“脑残粉”， 实际学习效果呢？ 堪忧。
套路二 ： 我们这边的老师都是四

大名校市重点的老师啊……
这是初高中培训最常见的教师推

荐词了。 但真是如此吗？ 据笔者所知，
少数教育培训机构的确有来自名校的

老师 ， 但如果把全上海培训机构号称

“四校” 老师的人数加起来， 那恐怕会

远远突破 “四校” 教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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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将

五年前， 我和八位支教的同学一

起 来 到 贵 州 省 最 南 边 的 一 座 小 县

城———黔 南 布 依 苗 族 自 治 州 独 山 县 。
在那里的特殊教育学校里 ， 我第一 次

接 触 到 那 么 多 需 要 帮 助 的 智 障 孩 子 ，
他们很重感情 ， 每次我们离开 ， 总 是

依依不舍地送我们 到 很 远 很 远……在

另一所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小学里 ， 许

多孩子的心愿本上写的是 “希望能 和

爸爸妈妈一起吃一顿饭”， 让我每每想

起来都不由地心酸。
与贵州的这些孩子们匆匆道别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但从此， “乡
村支教” 几个沉甸甸的大字， 于我变得

不再陌生。 碰巧今年我的老师戴清教授

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申报 的

《中国传媒大学师生文艺教育扶贫项目》
获批， 我的心再次雀跃起来。

今年 1 月 3 日下午， 颠簸的车辆载

着 我 们 支 教 团 队 成 员 驶 入 英 雄 故

里———山 西 省 吕 梁 市 的 大 美 沃 土 。 凌

厉的寒风裹挟着飞雪 ， 空气里弥漫 着

一股刺鼻的焦煤味 。 但当绵延起伏 的

吕梁山以银装素裹的姿态展现在我 们

面前时 ， 一切的不适都像是被这自 然

的明净涤荡尽了。
真正让我们这些 “90 后 ” 青年文

艺志愿者震撼和留恋的， 是在这里土生

土长的孩子们。 我们在讲课过程中看到

的和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情， 无不在触动

我们的心灵。

我们是 “90 后” 志愿者！
对极 度 缺 乏 音 乐 教 育 的 当 地 小 学

来说 ， 我们支教团队成员 、 太原师 范

学院赵丹老师的音乐课可谓 “雪中 送

炭 ”。 赵 老 师 为 小 朋 友 们 讲 授 五 线 谱

和简谱 ， 孩子们的灵气让人欣喜 ， 学

得 快 、 记 得 快 ， 音 准 好 、 节奏棒。 一

堂课下来 ， 赵老师超计划地教了两 首

歌 。 孩 子 们 大 都 没 有 五 线 谱 练 习 册 ，
却用心地打着格子 、 对照着黑板抄 乐

谱 。 时而有孩子扬起小脸 ， 跟来听 课

的老师低声耳语 ： “下星期还能上 这

个 课 吗 ？ ” 课 程 在 赵 丹 老 师 长 笛 演 奏

《欢乐颂》 的乐曲中结束， 孩子们快乐

又意犹未尽的眼神让人难忘 。 看着 这

么容易满足的孩子们 ， 我的心情挺 复

杂的。
我的师姐卞天歌给孩子们讲的影视

鉴赏课形象生动， 她向孩子们娓娓叙述

经典电影 《音乐之声 》 中玛 利 亚 修 女

和上校的孩子们充满爱和欢乐的故事，
通 过 多 媒 体 设 备 播 放 电 影 中 的 歌 曲

《雪绒花 》 和 《哆来咪 》。 歌声婉转悠

扬 、 深情款款 ， 孩子们细细聆听 、 静

静品味 ， 陶醉之情呈现在一张张小 小

的面庞上 ， 仿佛跳动的音符已经在 他

们 幼 小 的 心 灵 中 泛 起 了 幸 福 的 涟 漪 。
课程快结束的时候 ， 天歌师姐问孩 子

们 ： “还想不想看像 《音乐之声 》 这

样的好电影？” 一个孩子勇敢地站起来

说 ： “我想看很多很多电影 ， 我想 去

很 多 很 多 地 方 ， 但 是 电 影 院 在 城 里 、
电 影 票 太 贵 。 老 师 ， 您 能 带 我 去 看

吗？” 孩子的率性与洒脱来得如此轻描

淡写 ， 令人猝不及防 ， 我的心再一 次

被击中了。
我在 这 里 上 的 是 书 法课 。 故事天

地 、 成语乐 园 、 交 流 分 享……几 个 环

节下来 ， 一个小时已经过去 ， 孩子 们

乐此不疲 ， 我却满头大汗 。 在游戏 互

动环节 ， 作为代表的三个孩子在黑 板

上写粉笔字竞赛 ， 我在下面指导其 余

的孩子们练习钢笔字 ， 其中一幕让 我

难忘 ： 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支已经用 过

半截墨水的笔芯在皱皱的小本上一 笔

一划地写 ， 笔头和笔杆连接处的凸 起

将他的小手指弄得通红 。 当时的我 还

有点诧异： “换支笔吧， 孩子。” “老

师 ， 我……” 支支吾 吾 的 口 气 和 空 无

他物的课桌让我了然一切 ， 我赶快 奔

向讲台 ， 将早已准备好的用作礼品 的

签字笔和笔记本拿出来交到他黑黑 瘦

瘦的小手上 。 小男孩腼腆地笑着 、 嗫

嚅着道谢， 我竟有点儿不知所措。
英语口语课堂上， 我们派出的是已

经在托福和雅思考试中取得高分的 “英
语 超 人 ” 何 晨 光 师 妹 ， 她 耐 心 细 致 、
又 蹦 又 跳 地 教 孩 子 们 学 唱 英 文 歌 曲

《新年好 》。 孩子们学得起劲 ， 唱得卖

力 ， 迅速学会了这首歌 。 随后在用 英

语做自我介绍时 ， 一个女孩用英语 比

划 着 介 绍 了 家 里 的 第 四 个 成 员———一

只猫咪， 它陪伴着 10 岁的她共度了五

年 的 童 年 时 光 。 女 孩 讲 述 时 ， 眉 宇

间 、 眼神里透露出无限爱意 ， 听得老

师们同学们心里也是满满的感动。

暂时的离别， 也是新的开始

最后一眼透过玻璃 窗 户 回 望 小 学

教室， “中国传媒大学师生、 太原

师范学院师生文艺支教活动” 的红

白 条 幅 依 然 高 悬 在 黑 板 墙 上 ，
为寒冬增添了几许暖色 ， 连同

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和期盼的眼

神 ， 一起留在我的视线里 、 心

田里。
离别 ， 在频频的挥 手 致 意

中瞬时被放大 。 小孩子不懂伤

感 ， 只是听到 我 们 说 “ 再 见 ”
时 ， 会 羞 涩 地 摆 摆 手 ， 小

声 地 说 以 后 会 想 我 们 。 我

信 ， 大 家 都 信 。 在 去 吕 梁

车 站 途 中 ， 我 在 前 面 开

路 ， 甚 至 不 敢 多 回 头 。 因

为 看 到 他 们 ， 我 会 想 起 那 根

被碳素笔芯弄得通红的中

指， 那只作为家庭成员陪

伴了小姑娘五年的猫， 那

张对孩子们来说很是奢侈

的电影票， 那声为配合我

们拍照、 孩子们齐刷刷喊

出 的 “茄 子 ”， 以 及 那 句

怯 怯 而 充 满 期 盼 的 低 语 ：
“你们以后还来吗？”

不道离别， 因为它实在只是一个新

的开始。 在即将到来的春天， 我们和吕

梁孩子们的故事， 还将继续……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

2017 级博士生）

培训机构“馅饼”诱人，家长如何不落“陷阱”

■张剑光

近日 ，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一 名 博 士

生自杀， 舆论一边倒地认为， 导师的

不当行为是导致学生自杀的主因。 目

前， 学校已经做出回应， 取消了该导

师的招生资格。
舆 论 向 来 是 比 较 关 注 弱 势 群 体

的， 这一事件发生后， 网上声讨女导

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 平心而论 ，
这位女导师确实有错———有些私活不

应让学生做， 有些话她确实讲得过头

了点、 随意了点， 老师和学生本不应

这样轻意地说话。 毕竟 ， 师生有别 、
男女有别。

不 过 ， 作 为 一 名 高 校 一 线 的 教

师， 我在这里想探讨的是另外一个话

题： 对研究生和导师干私活关系的一

些想法。
某次会议， 一位老师谈到， 他是

明确将师生关系界定在教和学上的 。
老师是全心全意地教， 学生是全心全

意地学， 但千万不能认为学生与自己

有更亲近的关系。
对此， 我并不完全同意。 在我看

来， 老师不但要用自己的知识教导学

生， 更要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 换

句话说， 我和我的研究生的关系， 就

是不同于我和一般学生的关系。 我也

承认， 因为有这样的观点， 因而与学

生说话时， 有时免不了随意， 常常问

长问短， 很多时候甚至还会敞开心扉

掏出心里话去教育学生。
那 么 ， 引 申 开 来 再 讨 论 一 个 问

题： 师生之间的 “干私活 ”， 可以不

可以？ 至少我认为是可以的， 但不能

越过 “度”。
回忆起我自己做学生时， 也替导

师干过私活。 比如读本科时， 朱瑞熙

先生调到上海， 家中的家具都是我们

这些学生到火车站搬运的。 当时还没见

过朱先生， 也没有一分钱报酬。 唯独班

长说了一句， 到了晚饭时间， 我们应该

到办公室主任家里去汇报， 顺便 “骗”
顿饭吃。 到了主任家， 人家说， 饭还没

吃吧？ 我们一个个不好意思说什么， 只

有老练的班长说： “还没吃。” 于是办

公室主任把我们几个苦命的学生招呼进

家， 鸡蛋炒年糕， 还有美味的方腿肉，
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 肚子实在撑不下

了 才 走 人 。 时 隔 多 年 ， 每 当 想 起 这

事， 印象里留下的只有办公室主任家

的美滋滋的饭菜香。
记得我读硕士时， 导师生病， 我

们几个学生赶到医院陪夜， 睡在床底

下， 先是一人每周陪护一天， 后来是

每 两 周 一 天 。 我 们 陪 导 师 ， 无 怨 无

悔。 理论上讲， 这个也属私活， 但当

时学生们的确没想这么多。 导师平时

真心对我们， 我们陪导师一夜又有什

么关系呢？！
我当老师以后， 带了学生， 也让

学 生 干 过 私 活 。 比 如 ， 学 生 答 辩 面

试， 我会让其中一位学生做记录。 有

一位想考博士的外地姑娘到上海， 碰

巧我在学校的奉贤校区， 也是让我的

另 一 位 学 生 接 待 她 ， 来 来 往 往 一 整

天。 有时， 我的书稿弄好后， 也会让

学生去查核一下资料。 有一次我的办

公室要从八楼搬到十楼， 几乎全是几

位男生替我搬迁。 当然， 这里要郑重

说明的是， 我的车从没让学生擦过 ，
也没让学生陪我逛街。

所 以 ， 无 论 是 学 生 替 老 师 干 点

活， 抑或是老师也替学生干点活， 全

在于一个 “度”。 一学年偶然叫一二

次， 占用半天一天时间， 这个并不为

过。 人际交往中， 一般的同事邻居之

间， 不计报酬地帮人家干几次活， 也

不是什么大事。 相互帮一把， 普通人

之间尚能做到， 师生之间有何不可？
就我而言， 有时也会帮学生干点

私活。 我帮学生干的私活可能更多地

是帮学生不计报酬地改稿子。 有时我

接了编著之类的活， 分给学生写， 稿

费和署名全归学生， 但其中的修改却

是很多的， 如果学生将原稿和最后出

版 的 稿 子 核 对 一 下 ， 马 上 会 发 现 差

距。 老师帮学生， 也是师生良好关系

的一种体现， 并不值得计较什么。
现在的师生关系， 当然不同于

古代的师徒。 师父的吃喝拉撒不

能靠学生来服侍， 至于师生之间

的喝 酒 、 挡 酒 ， 也 是 偶 一 为 之 。
比如， 同事知道我不胜酒力， 常

常嘲讽我， 同在场的学生就会很

关切地看着喝红了脸的我， 甚至

某 次 一 女 生 豪 气 地 端 起 一 小 碗 黄

酒， 敬其中一位老师， 再一碗敬另

一 个 老 师 。 女 生 悄 悄 地 对 我 说 ：
“老师 ， 我没事的 ， 白酒可以喝一

斤 。” 几位同事见到我有这样豪气

的学生， 也只有羡慕的份了。 不过

话说回来， 我们和同事之间的喝酒

纯属娱乐， 从没强劝吃喝的， 从根

本上说， 既不会强迫学生喝， 也不

要学生为老师挡酒。
说到底， 师生关系毕竟不是普

通人之间的关系， 自然是有真感情

在。 你伸出一下手， 我也会伸出一

下手。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谈谈师生间的
“干私活”关系

一名“90 后”大学生的乡村支教手记

“那些关于孩子的小事，无不触动着我们的心灵”

■潘尚理

“利” 字当头， 很多机构的排课数量已超过学校授课时间

曾经有一次帮朋友代课 ， 机构负

责人给了我一个 “新身份”： 一所名校

的资深教师 。 他在跟学生介绍我的时

候 ， 我的汗都快滴下来了 。 当时我还

年轻 ， 却被叫作资深教师 ， 不就是变

相说我老吗？
据我所知 ， 还有一些中专老师也

摇身一变， 到培训机构教授高中课程，
结果一上课 ， 学生反映上课内容跟教

材不一样， 才漏了馅儿。
还有机构雇佣科技老师冒充名校

物理老师 、 让大学毕业生扮演青年骨

干教师 ， 为的只是降低课时成本 ， 可

以达到利润最大化 。 但这些老师对于

教材的把握程度都不准确 ， 学生在那

里学习 ， 往往事倍功半 ， 达不到预期

效果。
说了这么多 ， 家长肯定要问 ， 既

然机构 “套路 ” 这么多 ， 那么破解方

法是什么 ？ 我的建议是 ， 问清楚这家

机构是哪儿请来的老师 ， 信息越多越

详细则越靠谱， 藏着掖着不愿意说的，
还是建议家长另换一处上课吧。

此外 ， 家长还需要认识到 ： 名校

老 师 并 不 一 定 是 最 适 合 您 家 孩 子 的 ，
能提升孩子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成绩，
才是适合您家孩子的最好老师。

家长应明白： 名校老师并不一定最适合您家孩子

名师执教、“四校”老师上课……机构“师资牌”水分太多
寒假来了。 好友 A 突然给我发来一条求助信

息， 让我赶紧去培训机构帮忙代课。 好友 A 原本

就职于某知名大公司 ， 两年前投身教育培训行

业 ， 就是看中这里有广阔的市场 、 丰厚的利润 。
而作为好友 ， 我常告诉她我看到的一些行业乱

象， 希望她能够建立一个真正有利于学生成长成

材的教育培训机构。 可是 ， 她发给我的消息 ， 让

我觉得自己错了。 商人与老师， 对于教育培训的

看法就是不一样 。 老师上课是工作 、 是为了生

活； 学生上课是为了提高自己， 为了今后的前途；
而机构， 他们不是为了搞教育， 只是在做一门生

意。
我走上讲台十载有余， 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家

长、 老师和机构， 所看到的也比一般人更多一些。
培训机构各种营销手段 ‘乱花渐欲迷人眼’， 这里

就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接着， 我们来聊聊收费招生里的

“套路”。 近两年来 ， 不少机构出现了

秋季班和寒假班连报 ， 寒假班和春季

班连报的收费手段 ， 希望家长一次性

付款越多越好 。 究其根本原因 ， 是因

为 寒 假 时 间 较 短 ， 又 连 着 农 历 新 年 ，
若不连报 ， 经常会出现寒假班招生人

数锐减的情况 ， 所以不知哪位商界奇

才想到了这么一招 ， 由此提高了寒假

的报班率 。 这一营销手段在机构间传

得很快， 大家纷纷效仿。
除 了 销 售 手 段 ， 还 有 营 销 策 略 。

教育机构的营销， 更多的是口碑营销，
那么， 如何将自己的口碑传播出去呢？
方法之一就是让在读学生转发营销文

章 ， 并以此作为优惠的条件 ， 并且如

果多人一同报名 ， 还能享受一定折扣

优惠， 亦或给予一定数量的免费课程。

当然， 之后的课程需要另外购买。
如 何 面 对 无 处 不 在 的 销 售 手 段 ？

建 议 家 长 们 睁 大 眼 睛 ， 挑 选 靠 谱 的

老 师 和 机 构 ， 不 盲 目 听 信 网 络 自 媒

体 的 营 销 内 容 。 毕 竟 ， 适 合 自 己 的

才 是 最 好 的 ， 如 果 仅 仅 是 被 “连 报 ”
价 格 低 廉 所 “ 诱 惑 ” ， 到 时 入 坑 容

易 、 出 坑 难 ， 退 费 往 往 没 有 收 费 那

么 爽 快 。

培训班连报价格低廉？ 那是惯用销售手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