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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上课外班和体育锻炼的冲突问题

韦日江 银军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西 柳州 545002

【摘 要】：大城市的小学生参加课外班比率很高，时间的刚性，使之和他们的体育锻炼构成了此长彼消的矛盾，家长素质

不够高和办学人员的忽悠，使许多学生对这一关系的处理不得体。主流媒体应加强有关知识的传播，使这种编差的科学和事

实家喻户晓，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研究如何细化管理，用制度保证其科学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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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城市小学生参加课外班的现象

本文所说的课外班，指非学生就读学校所办的，授课量，

时间长度，在一定以上，以商业赢利为目的，收取学生学费，

传授和正规学校教育科目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办学机构。

近年来，在大城市，小学生在课余，参加社会人士举办的学

习班，成了极为普遍的现象。如上海市，2007 年参加课外培

训学生的比例达 48.9%，其中选择多个专业的达 25%，而校

外培训机构，2008 年是 550 家，在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没有

多大变化的前提下，2019 年升到了 1448 家，西安市 2019

年达 2000多家。[1]笔者所在的广西柳州市，由于人口流动性

强，外地的非本市户籍人口来购买商品房居住的人多，因而

难以得到市区常住人口的确切数字，但肯定有 100万以上。

无论是从政府统计数据，还是从市场购买力看，多数市民的

生活水平，在全国大城市属中等应无问题。

据笔者调查，小学生课外班的科目相当多，有音乐，主

要是乐器拉奏，艺术，有绘画，书法，跳舞，体育，主要是

武术，还有一部分是和课业有关的，如作文方法等。其费用，

一个学生一个月光是学费就开支 1000元以上并不罕见，有

的家庭给孩子买 10000 元以上的钢琴、手风琴等，到 12 岁

时，不少人考过了中国音乐学院等主持的乐器级别考试，最

高可达钢琴 10级，手风琴 8 级等。

二、参加课外班影响了小学生的体育锻炼

笔者认为，于 12岁前的孩子来说，课程学习，体育锻

炼，课程以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是他们生活的三大内容，

为了方便陈述，笔者临时性地将课程，分为核心课程，非核

心课程，大学专业课程，核心课程，指中高考必考的科目，

非核心课程，指属小中学课程，但中考和公共高考不考的科

目，大学专业课程，指高考时，部分专业需要专门考报考者

的科目。本文所说的体育锻炼，也有特定的幼儿和儿童涵义，

即在约定俗成里，人们说到体育锻炼，指的是外延较窄小的，

身体的物理运动力度在一定以上，并且强身健体，谋求精神

娱乐，之目的性很明确的活动，如打球，跳广场舞等。而幼

儿和儿童的体育锻炼，并没有中学生和成年人强度那么大，

和物理行为那么规范，目的那么鲜明，他们通常是无意的，

目的仅是谋求快乐，而成年人对他们的体育锻炼可以有明确

目的，但在理论上不应强求他们像中学生和成年人那样，时

间和强度讲求鲜明的科学性，物理动作讲求规范性，而仅仅

诱导他们在进行物理动作中，得到快乐，从中实现强身健体

目的。

体育锻炼的效果，和时间，力度，规范度，有逻辑关系，

即在一定的前提下，要实现特定的锻炼效果，力度越大，越

规范，所需要的时间越少，这一定的前提是指，并不是力度

越大，所需要时间越少，比如一个高中生为了省时间，课后

去用五分钟猛拉几十下拉力器，一天都不再活动，这并不能

实现好的锻炼效果。这一逻辑，使得 12岁前的孩子的体育

锻炼，由于力度小，规范度差，需要花的时间较多，在这种

情况下，他们用太多的时间，参加非体育的课外班，就会影

响体育锻炼。

三、这种现象得不到有效纠偏的原因

1、家长素质低。12 岁前的孩子，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和家长的引导乃至强制有直接关系，基于然，如果家长对有

关问题有正确的认识，那么社会课外班如何引诱他们，他们

也不会听信，并且还会做听信了引诱的孩子思想工作，盯着

他们钱袋的课外班老板于是无可奈何。我国于 1990年代普

及了义务教育，虽然存在一定的水份，但比例相当高的国民

因之读完了初中是不争的事实，而 1999年大学扩招后，100

万人口以上人口大城市的孩子，多数都有高中学级即包括中

专的学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比例越来越高，而从小城

市和县城退休后，到这些大城市买房子住的人，又多是干部

职工，许多是知识分子。于是，近年 12岁前的孩子，他们

的父母乃至爷爷奶奶，通常有较高的学历，这就使人们以为，

他们对这方面是在行的，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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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据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每万人中有

893 人持有大专以上文凭，1403.2 人持有高中毕业文凭，[2]

现在这比例当然更高了。但据笔者调查和请教真正的专业行

家，得到一个确切的事实是，在小学生家长中，许多人的实

际学识并不达到文凭标示的水平，有的文凭完全是假的，广

东省在一次文凭送检中，发现完全是假的占 1/5，中央党校

安徽分校 2002年招生资格审查时，发现的假文凭超过了 100

本，[3]有的文凭在法律意义上是真的，但学术含量是假的，

据张晓丽教授的研究数据，截至 2019年，我国体育运动员

学识水平和文凭不一致的达 66.46%，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学

识达到文凭所标示水平的人中，相当高比例的人，毕业后没

有继续学习，于是水平没有多少长进，2019年，我国成年人

均读纸质书数量为 4.65 本，先进国家这一数字是 10 本以上，

据光明日报驻以色列韩冲等记者报道，最多的国家为以色

列，达 64本。电脑特别是手机普及后，虽然电子阅读率达

到了 79.3%，但这二种载体的先天局限，使人们的阅读是碎

片式的，学术含量低的，和纸报书籍难以相提并论。

人不在行，在学术上，被忽悠就具有必然性。

2、课外班主办者为了私利而精心忽悠。课外班完全自

负盈亏，收到学生的钱不够多，就办不下去。近年来，每年

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涌向社会，由于多种原因，高比例的人是

不惜代价挤在大城市，据祝欢等人调查，2019年，南京大学

生中，意愿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率达 69.28%，有 18.74%虽

然因多种原因却步，但也是在二线城市，[4]于是就形成了要

挣这种钱的人非常多的实际。在学生是不是参加这种班，在

学术上真并不是必要，如果说实话，挣他们钱很难的情况下，

课外班主办者除了忽悠几无它法。如有一个书法班的主办

者，对家长说，孩子跟他学，每周八小时，仅需半年，就可

以卖字挣钱，这令内行人哭笑不得，实际上，一般人书法水

平达到能帮人家写商店门匾，算上是真正挣得钱的程度，需

要学习的时间，绝对不是 208小时，而至少是 2008 小时，

当然，办学者这话在法律上也奈何不了他，因为帮很穷的人

写，字形如歪瓜裂枣的对联得一元钱，也是挣到钱，事后发

现是上当者，只能是吃哑巴亏。

3、社会管理部门管理不力。多年来，教育管理部门，

并不是不发文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其它部门也时不时提到这

点，但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主要有，社会给小学生办课外

班，在方向上绝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只是怎样做才科学

得体的问题，而这又因人因地不同而有所不同，很难有刚性

的操作标准。所以，只能由家长判断孩子怎样做才合适，管

理部门并不好干涉。而孩子课外体育锻炼时间的安排，基本

上是取决于家长的学术能力和人生观，在这方面，我国高比

例国民并不重视，长期以来，我国全国体育人口多年来不达

到 40%，2019年是 30.5%，就是证明，群众体育，孩子玩耍

场地的缺乏，更是老大难问题，这都是制肘纠偏这一问题的

重要因素。

四、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1、加强这方面知识的普及。特别是主流媒体，应该加

强这方面知识的宣传，揭露这行业的忽悠实例，并且大量的

短报道和适量不吝篇幅，理据阐述充分的深度文章相结合，

让有关知识和事实家喻户晓，这是抵制办学人员忽悠的根本

办法。2、教育管理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主动组织高水平

人员，拨出相应的经费，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以找出和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改进的管理办法，使这方

面的政府管理更科学，细致，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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