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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恺琦

随着期末考试结束，岛城中小学生
提前进入“寒假模式”，疫情之下许多给
孩子报培训班的家长将目光投向了网
课，线上教育的消费快速增长。面对类
型繁多的网络课程、五花八门的优惠活
动，家长们该怎样甄别网课质量，寻找
适合孩子的课程？对此，教育业内人士
表示，给孩子选择在线课程时，要看平
台是否具备合法资质，还要根据孩子的
年龄特点理性选择，及时评估学习效
果，切忌拔苗助长。

时间灵活无需接送，网课受热捧
2020年疫情期间，家住市北区的张

女士就带着孩子体验过在线教育，她感
觉还不错。因此，放寒假前，她再次开始
寻找网课，给孩子报了英语、数学的在
线课程。“经过去年几个月的线上课体
验，我对线上授课的形式还是比较认可
的，不用再辗转于传统培训机构，足不
出户就能学习，节约了不少时间。”张女
士称，自己如今成了网课的忠实用户，
网课可以随时回看，哪怕没有完整时
间，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次学习，比
起面授更加灵活自由，而且线上课程的
价格也比线下便宜不少，这些都是吸引
她的地方。
同样，市民孙先生今年寒假给孩子

报的都是线上课。“一些大平台的系统
课都是双师制，不仅有授课老师，还有
班主任，会跟进孩子的学习情况。”孙先
生说，而且课程设计互动性强，每节课
都会有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等环节，“我
觉得孩子在线上学习效果并不比线下
差。”面对当下的防疫形势，孙先生认为
在家上课不用担心外出被感染，虽是无
奈之举，但如果认真对待，也能有不少

收获。
线上课程对家长来说少了接送的

麻烦，那学生对网课的接受程度如何？
经历过去年上半年的网课学习，去年暑
假，初二的刘同学开始尝试报名线上课
程。“试听过后，觉得网课老师教的方法
解题很快，内容十分新颖。”今年寒假，
他和几个也打算上网课的同学商量后，
也给自己报名了数学和语文的网课。
事实上，受疫情影响，在线教育行

业确实迎来了发展“机遇”。“今年寒假
报班的人数明显比去年多了很多，有的
家长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正式推寒假课
程时，就开始咨询课程。目前，我们的寒
假课程基本都已经报满了。”盐课堂青
岛地区市场负责人于雪敏告诉记者，现
在学生和家长对线上课程的接受度越
来越高。
有数据显示，随着多地中小学寒假

时间提前，淘宝上“寒假课”相关搜索次
数达到去年同期的3 . 8倍；2020年12月
以来，中小幼课程的消费同比增长
135%。

线上课程五花八门，家长难选择
因为疫情的反复，一些家长购买网

课，更像是无奈之举。面对类型繁多的
网络课程、五花八门的优惠活动，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也感到迷茫。
“现在在线教育的广告铺天盖地，而且
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到底有没有效果，
选择谁家的好，我们家长也拿不准。”市
民李先生看了很多网课的介绍后，仍然
拿不定主意。
“网课还是比较新兴的事物，对于
我们家长来说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
候广告说得很好，但上了课后才能发现
一些问题。”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之前
她曾给孩子报名了300元10节的数学网

课，刚开始的几节还算不错，但后面授
课质量明显下降，孩子学习的兴趣也提
不起来了，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其
实，孩子的时间也是宝贵的，这么多的
网课类别我们也不能全都去试听，在选
择报名的时候还真是挺麻烦的。”
令人眼花缭乱的网课吸引众多家

长投身一试，反馈的“槽点”也是越来越
多。市民李女士的孩子今年上小学三年
级，在去年大半年的时间里，孩子都在
上网课。但当秋季学期测视力的时候，
她发现孩子视力明显下降，出现了近视
的情况。另外，她还觉得在线课程毕竟
隔着屏幕，时间长了孩子容易分心。“毕
竟孩子年龄还是比较小，自控力也没有
那么好，上课的时候我就经常发现他有
点走神。”
目前，市面上的网课种类可谓玲琅

满目，平台式网课、直播在线式网课、录
播式网课、线上名师加线下老师的双师
课堂、一对一在线辅导等等，各家教育
机构竭尽所能地不断尝试新形式，吸引
着学生和家长都加入到网课大军中。
“我们在跟家长沟通过程中发现，不少
家长也是比较迷茫的，不知道如何甄别
选择高质量的网课，因此难以达到目标
学习效果。”于雪敏表示。

辨明平台资质，认清师资水平
如何从鱼龙混杂的在线教育中筛

选出适合自己孩子的内容？如何能随时
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如何能合理规划
孩子的学习时间和课程？面对线上授
课，这些问题无疑成了家长的一道附加
题。
“家长给孩子选择在线课程时一定
要擦亮眼睛，要看平台机构是否具备合

法资质。有的线上培训机构通过一些非
法渠道来获取家长和学生的个人信息，
通过这种手段推课的机构，其课程质量
往往也很难有保障。”于雪敏表示，在报
名之前要评估自己孩子的年龄性格特
点、学习习惯以及需要提升的知识能
力，设计适合的学习计划，便于家长进
行理性选择。
此外，对于网课的具体课程内容，

家长们也应该仔细落实。“对授课内容
一定要落实好是否是本地化教学，和孩
子现在所学的课标知识能否完全吻合，
现在有一些网课都是在推全国性教学
内容，这样的课程对学生的帮助是有偏
差的，因为知识点和考点会有所不同。”
于雪敏还建议，在选择网课的时候一定
要深入了解师资情况，“可以通过试听
一段时间，来了解师资是否真的过硬，
“有的网课宣传力度很大，但并不能完
全代表其教育质量水平就高，选择网课
还是应该聚焦课程本身，能给孩子真正
带来哪些收益效果。”
“选择线上课还是线下课要根据孩
子的具体情况，自觉性强一些的孩子，可
能对线上课适应会更快一些。”市南区一
位小学老师表示，在去年疫情期间居家
线上学习的反馈中看出，网课效果因人
而异，“网课对学生的自觉性挑战很大，
如果家庭本身缺乏学习氛围，孩子就更
容易注意力涣散，即使在有大人陪伴的
前提下，实际学习效果也有待观察。”
另外，她认为，在报班前还是应该

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意愿，合理地为孩子
规划好学习时间和课程，切忌拔苗助
长。“孩子的成长是有规律的，家长应该
遵循规律，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有针对
性的培养孩子，而不是一味地盲目跟
风，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菊

0～ 6岁天天晒，孩子干啥都可爱；一二
年级经常晒，孩子得表扬了、戴红领巾了、
当上卫生委员了；三年级偶尔晒，晒孩子写
的作文画的画，开始抱怨辅导不了了；四年
级开始消失，几个月晒一次；五年级不晒
了，抱怨陪着写作业折寿，为心脏支架降价
欢呼；六年级完全消失，什么话都不说了，
就像没生过孩子一样……前不久，亲子育
儿专家杨樾的一段文字引发不少家长的共
鸣。（《中国青年报》1月25日报道）

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观察一下
身边的朋友圈，大致符合这一规律：经常在
朋友圈晒娃的家长，娃的年龄一般都比较
小，以学龄前为主，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尤
其是进入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以后，父母就
很少再晒娃了。
为何如此？有家长说，孩子小的时候，
觉得自己家孩子挺有才的，随着孩子升入
高年级，发现班上很多孩子都多才多艺，担
心自己孩子的“三脚猫功夫”晒出来贻笑大
方；有家长表示，孩子上高年级后，成绩越
拉越大，以前立的各种Flag被现实打脸，再
也没有了晒娃的兴致；也有家长直言，职场
内卷已经够残酷了，眼看着下一代身上的
教育内卷愈演愈烈，感到焦虑又无奈，大家
彼此克制“晒娃”，才能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为彼此留些体面。

从“晒娃狂魔”到“淡定老母”，越来越
安静的朋友圈，反映出亲子关系的微妙变
化。孩子刚出生时都是自带光环，粉嘟嘟的
小人儿，一颦一笑都让家人欣喜不已，光是
吃喝拉撒睡，就能让新手爸妈无比满足开
心。在此时的父母眼中，孩子完美无缺，将
来只要健康快乐就好，其他一无所求。然而，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掌握了一些能力，父母
对孩子有了更多期待。孩子进了幼儿园，身
边有了许多同龄娃，父母开始不自觉地拿
孩子跟其他人比较。谁家的孩子吃饭好、谁
家的孩子语言能力强、谁家的孩子会唱会
跳……等孩子上了小学，更是要比成绩、比
才艺、比荣誉。孩子总有一些地方是比不过
别人的，这时家长的烦恼、焦虑就随之而来
了。再加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接踵而
至，人到中年的父母哪还有心思“晒娃”？

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的
自主意识慢慢增强，更加在意他人的看法，
也开始有了隐私保护意识。不少孩子也玩
起了微信、QQ，对父母发的朋友圈内容一清
二楚。这时候，父母再不加节制地“花式晒
娃”，就会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精神压力，
影响亲子关系。
所以“晒娃”现象少了也是好事。很多
父母“晒娃”的初衷虽然是记录孩子的成
长，但对于他人来说，却容易引发焦虑和攀
比。生活在智能手机时代的人们为何总喊
心累？就是因为每天接触过量的信息，让人
陷入无休止的比赛之中，很难静下来专注
于自我成长。给孩子一个安静的成长环境，
让彼此少一些焦虑，少一些互相伤害，对孩
子的成长有益，对父母们来说也未尝不是
一个解脱。

“晒娃”热情下降背后：让孩子安静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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