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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学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五花
八门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也跟着迅速升温，
部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仍然存在收费乱、门
槛低等问题。

▶ 收费 动辄上百课时包 一次可收近四万元

周末，位于北京东四环附近的商场恢复
了热闹，一度冷清的艺术、体育类培训机构也
重新活跃起来。在一家主打美术教育的机构
里，每间教室都坐得满满当当。

“我们会根据孩子年龄安排相应课程，比
如六七岁的话，教孩子做手抄报、古诗词插
画，再往后，就对临摹和写实要求更高一些。”
工作人员拿出一份 2023 年春季新生收费价
目表介绍道，“试听当天报名有赠课，48课时
优惠后是 16800 元，96 课时优惠后是 28800
元，144课时优惠后是39600元。”

价目表上，还列有研学比赛专项课包，价
格在3600元到8800元不等。“这是专门针对
考级比赛推出的，大一点的孩子除了报96课
时或 144 课时的常规课以外，还可以再报一
个专项课包，这样性价比更高。”

记者注意到，十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
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培训机构不得一
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
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不得
超过 5000 元。但调查中发现，动辄上百课
时、一次收费万元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

以一家篮球培训机构为例，工作人员介
绍称，目前推出的开学季活动以储值方式接
收新学员，储值金额10000元起步，另外还有
20000元和30000元两档可选。

一些机构尽管也提供短期小课包，却还
是极力推销远超 5000 元的大课包。两者相
比，小课包往往算下来单价高出许多，让家长
陷入两难。

在购买了舞蹈课包后，小米妈妈又和朋
友拼了一份乒乓球课包。“不拼不行啊，自己
用周期太长，中间担心发生变故，买小课包又
太贵了！”

小米妈妈回忆，孩子刚上幼儿园时，和同
班另一位女孩一起学舞蹈。“原本机构不同意
共用一个课包，软磨硬泡之下答应了，同时设
定了一个条件，必须购买店内最大的 120 课
时才行。”大课包价格近1.5万元，分下来每人
7000元出头，也还是比单独购买60课时要便
宜 2000 元。算上停课、机构放假、孩子生病
等，这个课包足足上了两年。“好歹算是用完
了，我们有一张单独使用的游泳卡，还没等课
时用完，机构就跑路了。”

这次的乒乓球，同样是 60 课时、收费上
万元的大课包。工作人员表示，机构约课灵
活，只要孩子有时间都可以约。但小米妈妈
认为，这只是机构在模糊收费时间跨度。“等
到开学了，孩子也没法天天来啊，就算一周去
三次，也要20周，大大超过3个月。”不得已之
下，她才选择给孩子找一个能拼课的小伙伴。

▶ 资质 师资情况不明晰 证书含金量有限

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往往是衡
量培训机构是否正规的重要标准。然而，记
者调查发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师资水平参
差不齐，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

在北京一幢培训机构较为集中的商业楼
宇内，某跆拳道馆工作人员介绍，店内教练有
的是省队退役运动员，有的是体校跆拳道专
业出身。但他们退役或毕业后，是否考取相
关证书，他并不十分清楚。“教练的能力肯定
没问题，我们招聘时都会进行现场考核筛选，
一展示就能看出来水平怎么样。”

一家面向4岁以上儿童的围棋馆门口，坐
着几名等待孩子的家长。有家长指了指墙上老
师介绍中提到的“业余三段”“业余五段”表示
疑惑，“这算是证书吗？我们也不懂。”她坦言，
其实自己老伴也会下围棋，但没法给孩子讲，
孩子也不乐意听。“到这儿一试课，孩子能接
受，价钱别太贵就行了。”至于老师的院校出
身、专业资质等，她不了解，也没有特意去关注。

经营着一家小型艺术机构的方女士透
露，她这里没有全职老师，都是长期合作的兼
职大学生。来上一次课，就按时间给一次费
用。这两年，这样的运营方式帮助她在无法
开课时节省了不少人力成本。

不过，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合规。此次
印发的《意见》规定，在师资条件方面，所聘从
事培训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体育、文化艺术、

科技等相应类别的职业（专业）能力（具体由
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明确）或具有相应类别的
教师资格证。

在体育类培训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办公
厅此前还曾印发《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
要求课外体育培训主体的执教人员应持有体
育教练员职称证书、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
格证书等至少一种证书。第十三条规定，课
外体育培训主体应公示执教人员的姓名、照
片、资质证书编号等信息。

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一些培训机构按照
要求对执教人员信息进行了公示。某轮滑馆
里，可以看到数张中国轮滑等级教练员证。
据持证员工介绍，证书考取门槛并不高，一般
参加3天到4天的培训都能通过。

另一家体育机构里，墙上张贴的教练介
绍中展示了各自所持的上海市社会体育指导
员证，等级为三级。记者查询发现，该证书的
获取更为简单，广大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零
门槛”直接免费报考三级。培训课程皆为线
上学习，完成学习内容后参加线上考试，公共
与专业课程考试达到60分以上就能拿证，最
快只需两天。

▶ 考级 应试思维走过场 日益泛滥水分大

“现在不管学什么都要考级，一到寒暑
假，基本就是围着考级转，还得上集训班，孩
子痛苦，家长也没少花钱。”程蕊的女儿今年9
岁，从小学习钢琴、舞蹈和美术，多次参加各
类考级，“没打算让孩子走专业道路，可不考

的话也有压力，毕竟班上其他孩子都能拿出
一摞证书，老师也总劝着让考。”

据了解，考级几乎已成为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的必经之路。一家艺术中心在入口处打
出“免费试听”的广告，培训内容涵盖钢琴、声
乐、书法、美术、架子鼓、小提琴、口才等。楼
梯转角处，一张大红色的喜报赫然列出通过
考级的学员名单。

“6岁孩子可以学儿童画，每周一次课，半
年左右就能开始考级，后面差不多也是半年
一考级，小学阶段就能把最高级拿下来，对小
升初很有帮助的。”工作人员称，机构本身就
可以作为考点，但考级也不一定都要现场画，

“一般交作品就行，老师可以给辅导，通过率
在95%以上，只要跟着学，基本都没问题。”

在音乐类培训方面，考级同样是重头戏。
作为过来人，小雪对考级满腹怨言。“有的琴行
或者机构为了提高考级通过率，反反复复只练
那几首考级曲目，其他一概不管，典型的应试
思维。”在备感煎熬的考级过程中，小雪原本对
小提琴的兴趣消磨殆尽，“考完以后再也不想
碰，回头再看那些证书觉得有点可笑。”

这些年来，考级日益泛滥的同时，有关考
级的争议也从未停歇。以美术为例，全国人
大代表、陕西省美协副主席宋亚平曾在全国
两会中提交了《关于加强美育、完善教育评估
机制，制止儿童美术考级的建议》。她认为，
各种儿童美术考级泛滥，一些考级点不具备
评价的资质，标准也越来越低，导致现在模式
化的作品盛行。

此次印发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求严格
招生工作纪律，不得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结
果与大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规范并减少面
向中小学生的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类考级活
动，各类考级和竞赛的等级、名次、证书等，除
另有规定外，不得作为体育艺术科技特长测
评、招生入学的依据。 本报综合消息

孩子在开学这段时间出现焦虑和抑郁
情绪是很正常的，不用过度紧张，担心他们
患了焦虑症或抑郁症。大部分孩子的返校
焦虑、抑郁情绪都比较轻，但性格较内向或
处于青春期，特别是13岁—14岁年龄段的
孩子，容易出现较重的焦虑情绪。

随着寒假结束，中小学生陆续开学。但
林先生却对自己的孩子有些担心。今年初
三的小林出现了紧张、焦虑、烦躁等负面情
绪，对“返校上学”产生了剧烈的厌恶。林先
生只好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对小林的负面
情绪进行调节和纾解。

小林这种现象在一些媒体报道中，被概
括为“返校忧郁症”，即想到开学后复杂的人
际关系和繁重的学业，孩子产生焦虑、恐惧、
抑郁的情绪，对返校存在心理阴影。正值开
学季，一些孩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返校忧
郁症”。

如何判断“返校忧郁症”的严重性？家
长们又该如何应对？近日，为了帮助孩子们
更加健康、安全、顺利地适应开学生活，记者
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

青春期更易出现青春期更易出现““返校忧郁症返校忧郁症””
“‘返校忧郁症’或‘开学焦虑症’，是对

孩子们在开学时间节点附近出现焦虑、抑郁
等负面情绪现象的一种通俗说法。”中日友
好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心理师王彦玲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一个比较轻松的状
态进入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孩子们或多或
少都会存在一定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王彦玲告诉记者，孩子在开学这段时间
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是很正常的，不用过度
紧张，担心他们患了焦虑症或抑郁症。“在心
理学专业研究、心理咨询或临床诊断中，对
焦虑症、抑郁症的确诊有严格要求，例如，焦
虑必须持续半年以上才可能是焦虑症。同
时，焦虑和抑郁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分：焦虑
多表现为紧张、烦躁、失眠、容易发脾气、头
疼或恶心，而抑郁则以情绪低落为主，表现
为情绪低沉、心情不好、比较悲观、失去做事
情的动力。不过，焦虑和抑郁这两者常常伴
发出现。”王彦玲介绍。

根据多年观察和经验，王彦玲表示，大
部分孩子的返校焦虑、抑郁情绪都比较轻，但

性格较内向或处于青春期，特别是13岁—14
岁年龄段的孩子，容易出现较重的焦虑情绪。

这和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讲师、硕士
生导师孙美荣的感受不谋而合。在她看来，小
学低年级学生的“返校忧郁症”并不严重，而小
学高年级和初高中学生，特别是面临升学压力
的学生，会出现较严重的“返校忧郁症”。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
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年）》显
示，抑郁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小学阶段的
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郁的检
出率约为1.9%—3.3%，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
率约为三成，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 7.6%—
8.6%，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接近四成，其中
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0.9%—12.5%。

“青春期孩子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情
绪，可能是因为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学业压力
和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之郎青春期积极
心理训练中心创始人倪志勇说，孩子和家长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容易成为“返校忧郁
症”的“导火索”。

“返校忧郁症”会有这些表现
“返校忧郁症”具体有哪些表现，家长该

如何判断其严重性？
“如果在开学前后，孩子出现情绪低落、

心烦意乱、容易发脾气、觉得疲劳、记忆力减
退、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或者有头痛、胃痛
等身体不适，那家长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孩子
是否有‘返校忧郁症’了。”王彦玲说。

倪志勇认为，家长应关注孩子生活作息、
行为习惯两个方面。如果孩子生活作息开始
不规律，经常晚睡、电子游戏成瘾程度较高，频
繁出现皱眉、闷闷不乐、抱怨“不想上学”等行
为，那么很可能出现了“返校忧郁症”。他特别
指出，如果上述现象持续半年或以上，孩子可
能长期焦虑、抑郁情绪未得到纾解，此时，家长
需要高度重视孩子心理健康问题。

他提醒家长注意：“对有些孩子而言，
‘返校忧郁症’可能只是表象。他可能一直
有潜在的焦虑或者抑郁情绪，只不过因为返
校这一时间节点将其暴露出来。”

倪志勇认为很多家长需要改变观念。
“很多家长错误地定性了孩子的行为，认为孩
子出现抱怨、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是‘吃不

得苦’‘太矫情’。家长需要更多地理解孩子，
焦虑和抑郁就像心灵的‘发烧感冒’，不能讳
疾忌医，而早期抑郁、焦虑是很容易解决的。”

但在关注和重视的同时，家长也不能自
乱阵脚。

“据我观察，不少家长比孩子还焦虑。”
孙美荣告诉记者，由于孩子的作业需要家长
监督或帮助完成，开学前后，家长的焦虑也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专家建议，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不要向
孩子传递焦虑情绪，在和孩子沟通过程中出
现矛盾的时候，要让自己先平静下来，让孩
子放松、完整地表达，多鼓励孩子并引导其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开学季。

多种方式帮助孩子尽快调整适应
对于避免“返校忧郁症”，平稳顺利地适

应开学生活，专家提供了多项建议。
调整作息是专家给出的第一个重要建

议。“让孩子早睡早起，尽快适应上学的作
息。”孙美荣表示。

其次，适当营造学习氛围。比如，家长
可以给孩子购买一些文具和书籍，每天和孩
子一起收拾书包，一起讨论带什么东西去学
校，在这些问题上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性。
同时，还可以鼓励孩子对学习内容做复习或
预习，引导孩子逐渐进入学习状态。

此外，多和孩子进行沟通。家长可以引
导孩子用更加正面、积极的态度思考返校生
活。比如，今天和同学们聊了什么有趣的事
或又学到了哪些新知识，鼓励孩子和同龄人
交流，关心孩子的人际交往，定期了解孩子的
感受。专家提示，在和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
要避免出现“大口号”“严要求”，多肯定孩子
的进步，在安排学习任务时要更加具体可行，
如坚持每天做5道算术题来提高算术能力。

同时，学校教师也能对孩子起到帮助作
用。例如，在开学后1周—2周不安排过多
的学习内容，给学生留一些适应时间。

专家还提醒，开学后，孩子反馈“白天晕
乎乎的”，出现大脑不清醒、易疲劳、注意力
不集中等现象也很正常，一般2周左右会好
转。此时，可以帮助孩子转移注意力，鼓励
他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如听音乐、运动等，避
免孩子处于焦虑状态。 本报综合消息

做好这些事，帮孩子摆脱开学焦虑

非学科类培训开价令人胆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