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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佳 严安然 文/摄

漫长的暑假已拉开帷幕。少了作
业和课本的“负重”，今年的暑期学习
生活对于孩子们而言，似乎迎来了不
一样的色彩。

“双减”政策下，学科类培训被严
格限定，出于培养特长、挖掘潜能、满
足兴趣、强健体魄乃至解决暑期“看
护难题”等多重考量，越来越多家长
开始将目光投向广阔的非学科领域，
一股以“兴趣”与“素养”为关键词的
暑期培训新风潮席卷东台。

7月4日上午11时，市区某舞蹈培训机构的教室
内，十余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在老师的带领下正在
练习基本功。7岁的朵朵在第三次尝试下腰时，额头渗
出了细密的汗珠。教室外，母亲陈倩透过玻璃墙用手
机记录着女儿的训练过程。

“刚做好午饭，一会儿简单吃点就要赶下午的钢琴
课。”这位80后家长擦了擦汗，“暑假两个月，总要让孩

子学点真本事。”
这样的场景在

暑期培训市场并
不鲜见。记者
走访发现，今
年的暑期培
训班中，艺
术类培训
已然保持
高 热 态
势，而体
能训练和
科技类课
程则成为
今年暑期
培训的新增

长点。
在市区某

体能培训机构，8
岁的乐乐和十余名

同龄孩子在教练指导下
进行障碍训练。软包器械区，孩子们依次完成翻越、折
返跑、平衡术等训练项目，运动T恤早已被汗水浸透。
场馆负责人表示：“今年暑期班报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40%，很多家长把体能训练作为文化课之外的必要补
充。”

市区各游泳场馆也几乎爆满。场馆内，游泳教练
手把手教授学生游泳姿势和防溺水自救技巧，场馆外，
咨询报班的人络绎不绝——抛开“升学”“成绩”等功利
性考虑，这个暑假，更多家长倾向于将时间与金钱倾注
到孩子自身的锻炼与技能学习中。“学习游泳不仅能锻
炼身体，它也是一项基本的求生技能。”游泳教练杨清
石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今年暑期班报名人数达到
了300人，是去年的双倍，“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孩
子的健康才是快乐学习与茁壮成长的‘底座’。”

“人工智能AI热”也带火了科技类培训，位于城南
的某科技类培训机构也在今年暑期迎来了报名热潮。
负责人朱梅向记者透露：“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班的
报名人数增加了不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
通过编程类课程来提高孩子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
字化学习和创新等方面素养；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科
技类兴趣爱好，为未来铺路。”

科技类课程成新宠科技类课程成新宠

艺体培训热度不减，

素质教育市场细分下沉素质教育市场细分下沉

“蛋糕”越做越大，

教育也需静待花开

非学科类培训成为热门赛道，

这 个 夏
天，越来越
多的孩子
正 在 兴
趣 的
土
壤 里

生根发
芽。由此

吹起的非学
科类培训“新

风”，也远非简
单的“学科”替代

那么简单，它折射出我市家长教育理念的深层变迁、教
育选择的日趋成熟，以及在规范与机遇中蓬勃发展的素
质教育新生态。

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发现，受市场风向影响，非学科
类培训同时也正在向私域渗透。不少家长向记者表示，
比起培训环境，自己更看重教师口碑、教学质量与课程
内容设置，但这一点，部分培训机构也难保证，“只要教
得好，我们非常愿意将孩子送去老师家里，而不是培训
机构。”一家长直言，这几年教培机构越开越多，培训
课程也让人眼花缭乱，“如何选择”成为了难题。

近年来，我市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数量也在
持续攀升。政策导向、社会需求与市场蛋糕，相
互推动发展的同时，也对规范管理提出了更
高要求。近段时间以来，我市相关部门也
动作频频，以规范相关市场秩序，为孩子
的兴趣爱好保驾护航。

“盐城教育发布”刊发文章，呼吁广大市
民理性看待校外培训，坚决抵制违规培训，号

召“让孩子度过一个丰富充实而又轻松愉快的假期”，若
孩子确有非学科类培训需求，也应选择有资质的合规培
训机构。

如何了解培训机构资质？关键在“三看”。一看机
构执照是否齐全，是否在培训场所显著位置公示主管
部门审核意见书、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二看从业人员是否具备资质。从事培训人员是
否具有相关专业学历，或教师资格证、职业技术资格证
书，且是否从事与专业方向一致的培训活动。三看培
训内容是否合规。机构开展的培训项目是否在审批、
登记的许可范围之内。有无提供与培训内容相符的招
生简章、教培计划、课程标准和正规培训教材。

在本次公布的《盐城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中，东
台共有72家机构上榜。其中，科技类3家，文化艺术类
58家，体育类11家。我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示，家长
应参照相关名录选择资质齐全的“白名单”机构，且不要
一次性缴纳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培训费用，
一次性缴费不要超过5000元。

一综合类培训机构负责人建议各位家长在课程选
择时遵循“三选三不选”原
则，“‘三选’是：选孩子感
兴趣的、选能力提升型
的、选有资质保障的。
‘三不选’则是不选

跟风的、不选超负
荷的、不选承诺
速成的，让兴
趣爱好回归
素质提升。”

需求的激增促使非学科类培训这个“蛋糕”越做越
大，同时，激烈的竞争也加速了市场细分下沉的步伐。
为在火热的“赛道”上脱颖而出，抢占目标客群，各类培
训机构开始不断“细化”。

记者走访发现，在类别上，早已超越了传统的“音体
美”三大门类，向着更垂直的领域扩张。即使是体能训
练，也细分出专注协调性、爆发力、耐力或者专项球类基
础的课程。同时在目标人群上“做文章”，不断细化受训
者的年龄边界。

比如某科技类培训机构，在今年的暑期班中，将报
名条件降至3岁，并根据各年龄段特征进行进一步细分，

“我们针对各年龄段特征进行科学课程设置。比如针对
学龄前儿童有‘乐高’课程以培养兴趣；4岁开始学习
STEAM课程，通过积木构建培养立体空间思维；7~8岁
开始学习编程启蒙，8~9岁开始编程进阶，11~12岁则开
始探索机器人编程、代码编程。”负责人朱梅说。

非学科类培训呈现低龄化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暑期，不少培训机构都“默契十足”
地“向下扎根”，推出了以低龄幼童为主要目标客群的

“萌豆班”“芽芽班”。
一位综合类培训机构负责人直言：“‘让孩子赢在起

跑线’的观念依然存在，加之家长们普遍重视早期启蒙，
对艺术、体能的培养时间点大大提前了。”此外，能解决
家长“后顾之忧”的“暑期集训班”或“托管+兴趣班”模式
也备受青睐。部分家长认为，“这既能让孩子学点东西，
又能科学安排时间，关键解决了双职工家庭暑假孩子无
人照看的大难题，一举多得。”

但相较于之前的盲目跟风，今年的家长在兴趣班的
选择上也更趋于理性。“这个暑期我只给孩子报名了两
个兴趣班——编程和游泳，都是经过他自己选择，我们
共同评估后决定的。”90后市民熊熊是一名8岁孩子的
家长，她的选择颇具有代表性。在她看来，“育儿经”的
核心应是尊重孩子的兴趣和节奏，“编程是他自己特别
喜欢的，能锻炼逻辑思维，主动性强；游泳是我认为作为
生存技能和锻炼方式，需要长期坚持的体能项目。一个
动脑，一个动身，‘动静结合’就是我们选择兴趣班的公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