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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低龄化：穿尿不湿上学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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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连日的高温，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天气再热，也阻挡不了家长们带孩子奔赴各个培训班的脚步。因为“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暑期，长沙各大课外培训机构生意依旧火爆。只要在繁华路段或幼儿园、学校
附近稍作停留，各种培训广告就会蜂拥而至，“一对一”、“提分快”、“幼小衔接”，英语、奥数、作文等各种类
别，令人目不暇接。

“课外培训班”由来已久，只是，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还没有上幼儿园，甚至还穿着尿
不湿的小宝宝，居然也被送进了培训班“上班”，家长们誓把孩子打造成“奥数宝宝”、“芭蕾宝宝”、“国际宝宝”——
低龄化，已成为课外培训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

只是，还没扔掉奶嘴就抱起书本，宝宝们真能“消化”这份来自父母的爱意吗？ 

■奥数篇

7 月 21 日 下 午 1 点 多，

烈日当空。长沙街头人烟稀

少，偶有路人也是一溜烟儿

的小跑，想尽早到达阴凉的

去处。但就在这一天中最为

炎热的时候，却不时可见脖

子上挂着胸牌的小学生，有

的被家长拉着走，有的则是

一个人在飞奔。

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

的目的地——培训班。

在长沙黄兴路某商场附

近，9 岁男孩丁丁熟门熟路

地来到位于 4 楼的一家名为

“天才宝宝”的培训机构。

在市区不少繁 华路段，

类似的培训机构、特长训练

班很多，有的开在商场，有

的坐落在学校旁，有的甚至

就在公寓楼里。

丁 丁 在 长 沙 市 燕 山 小

学 读三年 级， 他 同 时也 是

“天才宝宝”里的“四奥学

生”——从去年开始，丁丁

就比同龄孩子提早一年接触

了奥数，而为了让孩子走在

前头，妈妈更是一口气给他

报了4 个奥数培训班。

这一天，丁丁又要在培

训班里待上两个小时，而妈

妈就坐在培训班门口，等他

下课。

“丁丁喜欢 数学，每年

暑假，他平均每天要上两个

培 训 班， 每 次 课大 约两小

时。”丁丁的妈妈陈女士说，

自己的孩子并不是特例，丁

丁所在的班级有更厉害的“五

奥学生”，还有“多技能学生”，

“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各自擅

长的东西”。

奥数的火爆还源于学校

对奥数奖牌的重视。陈女士

介绍，奥数比赛种类繁多，

比赛形式也各异。自己之所

以让孩子 走“多奥”路 线，

去参加不同的奥数培训班，

也是为了针对不同的奥数比

赛做准备。“两个比赛的奥

数培训就是‘二奥’。”陈女

士说，如果还有精力，家长

也会多报两个班，让孩子升

级为“四奥”、“五奥”。

“奥数 还分为数论、几

何、行程、组合，这四大专

题在奥数杯赛中权重最大。”

长沙一家大型奥数培训机构

的老师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如今的奥赛专题班很

受欢迎，“到了快比赛的时

候，有些家长又会增报专题

班，这就是‘六奥’”。

不过，湖南选择“五奥”

或以上的孩子并不多。记者

从长沙市多家暑期培训机构

了解到，在众多培训项目中，

最受中小学生欢迎的是学习

培训，其中奥数和英语占了

“半壁江山”；而最受 0-3 岁

孩子和家长欢迎的则是技能

培训，比如语言天赋、游泳、

书法等。

“多奥”小学生 3岁妞妞“开挂”学奥数

2015 年，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伍青生发表《五年来上海市小学生

校外奥数学习状况调查》，数据显

示，小学生选择校外奥数课程的比

例已经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一年

级 35.27%，三年级68.49%，五年级

71.25%。而今，这一现象不仅没有缓

解，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不少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就开始学

“奥”，甚至有些提倡“二奥”、“三奥”

……

“还是要区别技能学习和提前学

习。”湖南教育培训中心首席专家杨

鑫认为，奥数培训提前化与大众意

识不足有关，需要从切实推进教育公

平，破解“择校热”等机制建设入手，

“让孩子掌握技能固然是好，但提前

学习下一年知识没有必要”。

与择校行为大同小异，给孩子

开展技能培训也要量力而行。比如

奥数，有数据表明，高达 95% 的孩

子不适合学奥数，可现实中却有70%

以上的小学生投身于奥数班。杨鑫

认为，奥数培训提前化表面上看是

培训机构推波助澜的结果，实则也

是家长缺乏主见，盲目攀比的表现。

一些家长心太急，觉得不参加就是

落后于人，扰乱了整个教育秩序。这

种盲从状态不但不会让孩子真正体

会到奥数的奥秘，而且会适得其反，

给孩子无形中施加心理压力，从而

产生厌学情绪。

小学生的“奥数题”：
95%不适合学奥数，
却有 70%投身奥数班

在长沙市雨花亭云鼎公馆楼

下，快 60 岁的陈大爷顶着烈日，

将 3 岁的外孙女妞妞送到学乐

国际早教中心学习“蒙氏数学”。

从河西到河东，两爷孙要在

车上颠簸近两个小时。为了节约

时间，陈大爷中午吃了一块面包

将就，而妞妞也只吃了一个汉堡。

陈大爷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起初，送妞妞学“奥数”

是遭到全家人反对的。妞妞的

奶奶是小学数学老师，有十多

年的教学经验，按理说，妞妞

本无需再去报补习班。但问题

在于，妞妞就读的幼儿园走的是

“国际教育”路线，除了双语学习，

还会定期进行数学考试，“那不

是叫孩子算一加一等于几，而是

要求孩子不仅能算出结果，还要

能理解加法的过程”。

幼儿班的同学都被家长送去

“培训”，不甘心让自己的孩子落

后，妞妞妈妈也坚持给她报了

培训班。于是，3 岁的妞妞在这

个炎炎夏日里开始了自己的“宝

宝奥数”课程，学起了本该是

小学生才会接触的“加减乘除”。

记者在长沙学乐国际早教中

心的教室里看到，为小宝宝开

设的各类数学班的确人气火爆。

“宝宝奥数”，是该早教中心

的主推项目。运营督导黄瑛有

着 12 年的早教经验，对于如今

补习培训的“低龄化”，她有自

己的看法 ：“今时不同往日，以

前是学校学什么，课外就补什

么，但现在的孩子都是超前学

习、多技能学习，力争走在同龄

人的前面。”

记者了解到，目前，学乐国

际早教中心有 5 个数学班，平均

每班 10 名学生，都是 1 至 3 岁

的小宝宝。由于孩子年纪小，通

常家长都会选择“托管化”，也

就是除了报数学班，还会额外

学习另一个课程作为辅助，例

如英语、阅读、烘培等。

“现在有不少家长为了让孩

子能应付‘幼升小’考试，不惜

花重金把孩子送来培训。” 黄

瑛表示，孩子提前接触了小学一

年级才学的十位、百位加减乘

除，的确有助于他们将来在班

级中找到存在感。

同时，记者在长沙另一家培

训机构了解到，出现越来越多的

“奥数学生”，也源于家长和孩子

的攀比心。“我们家孩子数学考

了 97 分，却老是闷闷不乐。”在

长沙市韶山北路某培训机构等

孩子下课的家长黄女士告诉记

者，孩子是自愿利用暑假来参加

奥数培训班，原因是“同学都提

前补习过考试内容，所以期末

考试分数都比她高”。孩子主动

要求学习，黄女士欣然同意。

低龄儿童的“奥数”培训，更多借
助于道具、游戏和互动。

黄瑛 ( 右 ) 说，“宝宝奥数”班里的孩子年纪较小，需要家长陪同上课。

长沙学乐国际早教中心，正在上“宝宝奥数”课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