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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围棋课，周三少儿编程课，周
五拳击课，周六马术课，周日思维培训
课……这是吉林长春一个7岁孩子的
兴趣班课程表。课程不仅排得满，内
容也与大众认知的钢琴、小提琴、舞蹈
等相差很大。

记者在吉林、湖南等地采访发现，
现如今部分家长为孩子挑选兴趣班
时，不以孩子的意愿优先，而是专挑冷
门、昂贵的课程。

越“冷门”越“烧钱”越“高贵”

儿童兴趣班，原本是孩子获得知
识、提高能力、培养兴趣的课外培训。
记者采访时发现，一些家长为孩子挑
选兴趣班时不以孩子兴趣为参考，而
是认为越贵、越冷门的兴趣班，越“高
大上”。

带着6岁孩子乘坐公交车，到10公
里外老师家中学一个小时双簧管课，
成了长春市民黄卉的习惯。一对一课
时500元，每周上两次课，来回路程要

花费两个多小时。让黄卉有些烦心的
不仅是舟车劳顿，上了半年课，孩子对
学习双簧管还是不太感兴趣。“这不能
由着孩子。”对于继续让孩子学习，她
依旧很坚决。

不少家长有类似观点。“很多人都
说，学古筝、扬琴、吉他不上档次，学钢
琴、小提琴的人又太多，要学就学一门
罕见的，对孩子发展有好处。”长沙的
何女士告诉记者。

在体育、棋类兴趣班中，也存在一
条越来越明显的“鄙视链”。“足球、篮
球、游泳、跆拳道都司空见惯了，现在
受家长追捧的是棒球、橄榄球、击剑、
冰球、高尔夫球、马术”“在棋类运动
中，会下围棋的代表智商高、聪明，学
国际象棋的鄙视学中国象棋的，军旗、
五子棋、跳棋更是入不了眼”，网友们
纷纷留言称。

兴趣班背后的焦虑与虚荣

多位受访者坦言，身边确实存在
部分家长为孩子挑选所谓的“冷门又
高大上”的兴趣班。其中不乏有的孩
子对此类兴趣班真感兴趣，但更多是
家长的“升学小心思”以及攀比、虚荣、
焦虑等心态驱动下的非理性消费。

长沙市民陈女士为8岁儿子报了
马术课，一节课600元，但这只是课时
费，后续买马术装备、到各地参加比赛
的费用更高。

“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心思，现在
一些地区的中学，特别是名校都有乐

团，会罕见西洋乐器的孩子少，这类特
长生容易被名校招录，竞争压力小，演
出机会多，下一步也容易被大学的乐
队吸纳。”一位中学教师告诉记者。

兴趣班“鄙视链”受追捧之下，家
长的“焦虑”心理呼之欲出。“课外兴趣
班不是在培养你的孩子，就是在培养
你孩子的竞争对手。学什么都要学到
上游，否则等于没学。”一位家长认为，
面对激烈竞争，孩子选择兴趣班实际
上就是选择竞赛“赛道”，参赛选手基
数、难度、获奖率等参数尤为重要，因
此“曲高和寡”的项目备受追捧。

记者了解到，很多家长挑选“高大
上”的兴趣班的另一个原因，是看中其
背后聚焦了财富、资源的“社交圈”。

“如果孩子学的是马术、高尔夫球，他
的兴趣班同学身后是能支付起高昂学
费的家庭，交这样的朋友，对孩子未来
发展有很大好处。

“孩子的兴趣班仿佛成了父母眼
界、能力的体现，如果孩子学跳舞、画
画，感觉都拿不出手。”很多家长称自
己陷入“角逐”中，深受其累。

让兴趣班回归“兴趣”本质

“兴趣班‘鄙视链’深藏很多认知
误区。一些家长认为冷门科目容易学
成，其实结果恰恰相反。”湖南师范大
学音乐系一位教师透露，“一些科目在
国外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广泛的群
众基础，但在国内师资少、教学水平参
差不齐，不仅缺乏系统的评价体系，以
后实用场景也有限。即使花费大量人

力财力去学习，也不见得效果好，只是
图个‘噱头’而已。”

“学体育强身健体，学音乐陶冶情
操，学棋锻炼思维。虽然众多科目各
有差别，但都是培养孩子的能力和课
余兴趣。大众项目更容易让孩子结交
朋友，比‘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项
目对孩子的提升可能更大些。”长沙家
长刘女士说。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丁加勇认为，兴
趣班说到底是“兴趣”，讲究的是孩子自
己的意愿和选择，但如今众多兴趣班如
雨后春笋，实则更多是家长在“选择”，
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孩子身上。

“被家长裹挟的孩子们，有的的确
在兴趣班中找到了乐趣，通过进一步
的学习发挥所长、激发潜力，但也有一
部分始终是被迫遵从家长的要求，只
因那是家长眼中‘应该掌握的技能’，
或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久而久
之，兴趣不仅没有被激发，反而在兴趣
班中彻底失去兴趣。”丁加勇说。

“最重要的是要让兴趣班回归本
质含义。”吉大附中力旺实验中学老师
王吉宏说，在报兴趣班时，家长应该尊
重孩子的意愿，聆听孩子的选择，切勿
贪多求全，给孩子造成负担。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刘硕）近
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
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稿拟明确，幼儿园不得教授
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不得开展违
背学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活
动。征求意见稿分为总则、学前儿
童、幼儿园的规划与举办、保育与
教育、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管理
与监督、投入与保障、法律责任、附
则9章，共75条。

征求意见稿拟明确，学前儿童
入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接受学前
教育，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
者测试。幼儿园应当配备符合国家
和地方有关标准的玩具、教具和幼
儿图画书，不得使用教科书。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公办幼儿
园不得转制为民办幼儿园。公办幼
儿园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
民办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幼儿
园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作为企业资产
上市。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胡浩）近
日，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1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安排在
2020年 12月 26日至27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2：00—5：00），超过
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
试科目在12月28日进行。

教育部日前印发《2021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明确，进

一步加强硕士研究生命题工作规范管
理，积极深化分类考试改革。2021年
起，全面推进经济类专业学位和学术
学位分类考试改革试点，经济类综合
能力考试科目将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
一命题，供金融、应用统计、税务等经
济类专业学位选用，招生单位要统筹
考虑本单位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使用。

管理规定强调，进一步加强调剂

工作规范管理，推进科学精准划线。
调入专业应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
或相近，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原
则上学术学位类按学科门类分别划
线，专业学位类按专业学位类别分别
划线。其中，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
计、旅游管理、图书情报、工程管理、审
计等专业学位将根据实际情况分开划
线，不再统一划线。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胡浩）近
日，根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等六
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职称评聘
向乡村教师倾斜，对长期在乡村和艰
苦边远地区从教的中小学教师，职称
评审放宽学历要求，不作论文、职称外
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意见提出，允许乡村小学教师按
照所教学科评聘职称，不受所学专业
限制。适当提高中小学中高级岗位结

构比例，向乡村教师倾斜，乡村学校中
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比例不低于当
地城镇同类学校标准。对长期在乡村
学校任教的教师，职称评聘可按规定

“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并对中高级岗
位实行总量控制、比例单列，可不受所
在学校岗位结构比例限制。

为深化乡村教师管理改革，缓解
乡村学校人才短缺问题，意见鼓励地
方探索建立教职工编制“周转池”制
度，挖潜乡村教师编制配备。

在提高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生活
待遇等方面，意见明确，确保乡村教师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
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完善绩效工资政
策，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民
族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学校给予适当倾
斜。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政策，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
度实行差别化的补助标准。逐步完善乡
村教师住房、医疗、救助等政策保障，不
断提高乡村教师获得感。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确定

六部门：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 学前教育法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

马术课、高尔夫球课等兴趣班学习透视
新华社记者 孟含琪 谢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