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来了，家长圈的画风
突变——晒旅游的还没出发，
排“课表”的已经下手。

有妈妈晒出儿子的暑假计划：书
法、英语、钢琴三件套，还要冲刺钢琴两
级连考，堪称“暑假特种兵训练营”。另
一边，也有佛系家长潇洒表示：“和娃商
量后，砍掉一堆班，只留了她最爱的画
画和羽毛球，主打快乐最重要。”

暑假该如何安排？不少家长陷入
纠结：有人怕娃“躺平”两个月，开学变
“学渣”；也有人看开了，暑假不嗨，更待
何时？当然，还有家长一边羡慕别人家
的“鸡娃”计划，一边转头看看自家在沙
发上“躺平”的娃，默默叹了口气……

是让孩子当“时间管理大师”，还是
放任他们做“快乐咸鱼”，暑假这道选择
题，你会怎么选？

在升学宝上，一份关于暑假安排的
问卷调查显示，42%的家长给孩子报班
3门以上，不少家庭暑期花费超过2万
元，花在旅行上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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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钢琴连考两级
4成以上家长给娃报班超3个

暑假开始前半个月，施女士忙着
一件事——提前为儿子安排好暑假

“课表”。
“想让他暑假去拓展一下思维，他不

同意，觉得自己在家琢磨是一样的，所以
今年比较简单，只保留了英语和书法。”施
女士的儿子马上升三年级了，这个暑假儿
子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连考钢琴五级和
六级，“两级连考压力肯定是大的。除了
每周要去上两次钢琴课和一节乐理课
之外，很多时间也要花在练琴上。”每年
暑假，课表如何安排，都是施女士和儿子
商量着来，以儿子的意见为主。今年因
为钢琴考级任务重，就相应减少了其他
安排。

前几天“课程表”排出来了，算是劳逸
结合。“每周的周日留出了一整天的时间，
可以让他休息一下，其他六天都有一点安
排。”施女士给记者发来了课表，最忙的周
四——上午安排3小时书法，下午安排70
分钟钢琴，还有90分钟乐理；周五上午有
3小时书法，下午有近2小时英语；其他几
天每天只安排了一门课程，长的书法3小
时，短的钢琴一个多小时。“都是他自己感
兴趣的内容，每天有一点安排，也会觉得
比较充实。”

施女士坦言，马上进入三年级，相比
那些动不动报很多班的家长，她算淡定
的。带儿子去机构报名的那天，发现有不
少低年级的孩子已经在培训，“还遇到了
几个儿子的同学，家长说放到机构里有人
管，比在家里待着踏实。”

在升学宝上，一份关于暑假安排的问
卷调查显示，42%的家长给孩子报班3门
以上。绝大多数家长都会像施女士一样，
尊重孩子，听取孩子的意见，互相商量决
定，但也有少部分家长直接做主：“问孩
子，孩子最好什么都不学。”

初中生主动要求报班
近半数家庭花费超2万元

和孩子还在读小学的家长比起来，初
中生的家长紧迫感会更强。生怕一个暑
假浪费，影响孩子的学习进度。

在这份问卷调查中，有近5成的家长
表示，暑假最重要的是查漏补缺，趁着假
期提高学习成绩。报班的出发点，主要是
想提升孩子各方面的能力。

陈女士的儿子马上要升初三了，暑假
安排是儿子自己提的。“他说同学都在外
面找了兴趣班，自己也想报。”陈女士从其
他家长那里初步了解了一下，有的同学上
午、下午都有安排，一整天的“课表”是排
满的，“我们加入的时间有点晚，儿子好朋
友的班已经凑齐了，他没凑上，还有点不
开心。”

对于初中生来说，暑假在机构度过，
并不在少数。问卷中，有不少家庭暑期
花费超2万元，其中不少重头就花在报
班上。

有老师透露，班里90%左右的孩子，
暑假都有线下课程安排。一方面是家长
白天要上班，孩子在家没人管，不如放到
机构让人管着；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孩子抓
紧暑假的机会，能够多掌握一点东西。

线下课程的内容也很丰富，比如陈女
士就给儿子报了体能和羽毛球，希望他暑
假也能动起来，提高体能，培养良好的习
惯，为接下来的体育中考加把劲。

除了线下班，陈女士还给儿子安排了
学习机，“他想加强一下科学，邀请我下班
以后跟他一起学。”暑期增加了亲子沟通和
交流的时间，在陈女士看来也是好事一桩。

“其实没必要报太多课程，报了也不
见得就能学好。”陈女士说，有妈妈去年给
娃报了三门连上的课程，最后发现时间、
金钱投入进去，效果却很一般，“娃不认真
学，只是打发时间，等于没学，还不如在家
休息放松，做好假期该有的调整。”

“砍掉”不必要的班
超2成家长选“诗和远方”

陆女士还记得上一个暑假，女儿忙着
美术和钢琴考级，每天都泡在机构里，酷
暑天外公外婆骑着电动车忙接送，小孩忙
得像停不下来的陀螺，家长的时间也搭了
进去。这个暑假，她坚持一点——把不必
要的兴趣班全部“砍掉”。

陆女士数了数，孩子的兴趣班涉及语
言、思维、体育、美术、音乐等方面。除了
上兴趣班的时间，机构也会布置很多额外
作业，“机构也讲‘家校联动’，动不动要家
长入群，每天打卡，你追我赶的氛围很刺
激，搞得家长也很紧张。”

陆女士清醒地认识到，很多兴趣班，
光靠上课这点时间，只是学了皮毛，更多
的是要在家里巩固，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不
只是孩子，还有家长的高度配合。“有些培
训机构，暑假都是一周或者半个月连上，
等于原本在学校里的时间，腾挪到了机构
里，而不是当成一种兴趣在培养，我并不
是很接受这种安排。”

目前，陆女士只给女儿保留了她最喜
欢的美术、钢琴、羽毛球。“运动还是很重
要的，让孩子身心愉悦，才是假期的目
的。”当然，陆女士也保留了一点点私心：

“说实话，家长也想趁着假期歇一歇，大家
都喘口气，挺好的。”

跟陆女士一样，还有一些妈妈也放弃
兴趣班，选择了“诗和远方”，有些放手把
孩子送回老家在田野里撒欢，或者带着旅
行，开阔眼界。在问卷调查中，选择让孩
子“旅行长见识，顺便休息”的家长，就占
到了26%，而且近3成家庭暑期花费超过
2万元，重头是在旅行上。

“刚放假就跟着老人回老家了，有什
么兴趣班就在老家上，主要是跟着四处游
玩为主。”澄澄妈妈的老家在贵州，每年暑
假逃离杭州回老家避暑是保留项目。

程女士给女儿的暑假安排了两次
外出旅行，一次在休业式之前，主打错
峰出行，这两天已经在贵州；还有一次
是 8月初长达半个多月的呼伦贝尔之
旅。“趁着学习压力不大，好好带她领略
山川之美。”

其实，暑假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
案？有人喜欢在琴键上证明自己，有人爱
抱着西瓜追动画片。童年只有一次，暑假
也只有一个——是让孩子当“时间管理大
师”，还是放任他们做“快乐咸鱼”，这道选
择题，你会怎么选？ 据潮新闻客户端

重庆高温“超长待机”？
大雨马上就要来了

7月6日白天，重庆多云到晴，局
地有阵雨；气温23～39℃，奉节、巫
溪、彭水、秀山4个县局地最高气温
超过37℃，最高达39.5℃。据重庆市
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重庆以多云天
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
雨，气温较高；7日夜间和8日夜间，
西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到晴，

中西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
阵雨或雷雨，气温 21～38℃；中心城
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6～3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
阵 雨 或 雷 雨 ，夜 间 局 地 大 到 暴 雨
（35～65 毫米），其余地区多云，局地
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 21～39℃；中
心城区多云有阵雨，气温27～35℃。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西部地区
阵雨或雷雨，夜间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30～60毫米），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
或分散阵雨，气温 21～37℃；中心城
区中到大雨转阵雨，气温27～34℃。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重庆人
你的工资或多一笔钱

7月6日，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江津、忠县、
万州等 11 个区县，最高气温升至
37℃以上。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一些小伙伴
的工资卡里或将多一笔钱——高温天
气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
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
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
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
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
额。也就是说，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享
受高温津贴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
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以下，也是
享有高温津贴的。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津贴并不等
同于防暑降温费。

高温津贴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
担，纳入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
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高温津贴应以法定货币形式发
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
防暑降温用品等实物或各类有价证
券代替。

据新重庆-上游新闻

家长“晒”孩子暑假课表
有的家庭花费超2万元
是用报班“填满”孩子的暑假，还是放
任他们做“快乐咸鱼”？你会怎么选？

重庆晨报
民生在线
扫码关注

难事、烦事、委屈事、不平事、
新鲜事告诉我们，记者帮你办

@重庆家长
21个市级公租房小区
配套小学名单公布

大渡口区：半岛逸景乐园，公民
小学校；幸福华庭，景翔小学校

沙坪坝区：美丽阳光家园，阳光
家园小学校；学府悦园，学府悦园第
一小学、第二小学

九龙坡区：民安华福，华福小学
校；城西家园，西彭一小

南岸区：城南家园，城南家园小
学校；江南水岸，江南水岸小学校

北碚区：两江名居，两江名居第
一小学、第二小学；碚都佳园，陵江小
学；缙云新居，云山小学

渝北区：空港乐园，立人小学校；
空港佳园，空港佳园小学校

巴南区：云篆山水，云锦小学校；
樵坪人家，界石镇桂花小学；龙洲南
苑，高职城小学

两江新区：民心佳园，民心佳园
小学校；康庄美地，嘉成小学校、嘉木
小学校

高新区：康居西城，重庆科学城康
居西城小学校；九龙西苑，重庆科学城
西苑小学校；金凤佳园，重庆科学城新
凤小学校

据重庆公共租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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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舞蹈培训学校，小学生在学习舞蹈。 新华社发

学生在某培训机构内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