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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长想一起组个跳绳班吗？课后一

起学跳绳。”据北京日报报道，开学没多久，一

年级新生的微信家长群里出现了这样的话。

号召一发出，家长们纷纷在群里报名，不一会

儿 10 人跳绳班就满员了，“没赶上这波的别

急，咱们再‘团’一个新的班。”

学跳绳也要报培训班？即便在课外培训

班泛滥的当下，很多网友对此依然感到难以

理解，纷纷发出“就差吃饭睡觉也培训了”“家

长需要报父母课堂”之类的调侃。

其实，跳绳培训班早已不是第一次听

闻。去年，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就报道

过杭州某跳绳培训班一开班就爆满的“盛

况”。不止小学生报班，有的孩子还在上幼儿

园小班，家长就想给他报班。

要不要报跳绳培训班，当然是一种自由

选择，但逢班必报折射的家长急切的达标诉

求，其中的教育理念令人深思。

跳绳是一种简便易学的运动，如果不参

加专业竞技，跳绳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只

要坚持练习，自然会熟能生巧。按照一年级

“一分钟跳绳”项目规定，男生在一分钟之内

跳 17 个及格、109 个满分，女生一分钟之内跳

17 个及格、117 个满分。对于绝大多数孩子而

言，这不是什么难事，个别肢体不太协调的孩

子，哪怕从没接触过跳绳，稍加练习也能达到

30个左右。

对于协调能力比较差的孩子，并非报个

培训班就可以“点石成金”，关键还在于每天

坚持跳绳。很多时候，报班之所以能取得显

著效果，并不是教练有多少厉害，而是确保了

高质量的练习时间。如果家长能摆正心态，

适当降低要求，多陪同激励，基本上也可以解

决问题。尤其对于年纪较小的孩子，在家长

陪伴下进行亲子运动是最好的选择，培训班

并非首选。

但在现实中，一些习惯于“竞争”的家长，

哪一项都不甘有丝毫落后，一旦发现自家孩

子与同龄人相比存在差距，立马焦虑不已。

孩子会跳绳的家长沾沾自喜，而孩子没学过

跳绳的家长焦虑万分，报班成了“落后”家长

解决这一问题的首选。

其实，如果孩子在跳绳方面真的遇到问

题，家长最应该做的是冷静分析情况，进而寻

求合理对策。但很多家长一遇到问题，就想到

培训班，以至于跳绳班近年呈日益火爆之势。

家长完全不必过度迷信培训班，培养孩

子对运动产生兴趣更为重要。如果把任何一

项运动异化为一种对达标的应付，反而可能

抹杀孩子的乐趣。相比于那点简单的技术学

习，家长的陪伴鼓励更重要，而且也是极好的

亲子活动。

窥一斑而知全豹，素质教育为何走了应

试教育的老路，足以引发深思。现在的80 后、

90 后家长，大多是在应试教育的熏陶之下成

长起来的，应试思维可谓根深蒂固，连跳绳这

种本来轻松愉快的运动，也视作“压力山大”

的任务，其它更是可想而知。从应试教育转

变为素质教育，当然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但

家长的教育观念无疑是成败与否的一大关

键。如果这种应试思维得不到有效扭转，诸

如中考体育增加分值之类的改革，落实起来

就极易背离初衷。

别让素质教育走上应试教育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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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游新闻报道，时隔 20 余年，陈佩斯将

再度回归央视舞台，担任综艺《金牌喜剧班》

的首发导师。

陈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央视节目中，是

好事。很多老艺术家身上凝结着工匠精神，

他们细心打磨每一部作品，推敲每一处细节、

每一句话、每一个包袱和每一个创意，反映了

艺术从实践中来，从生活中来。

谁说只有小鲜肉才能撑起流量？《三国》

捧红易中天，《论语》捧红于丹，他们可不是靠

刷一张嫩脸打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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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节目不能光靠小鲜肉打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