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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大军”再度集结。刚
一开学，南京一所名校二年级
的小安就开始了在一家英语培
训机构密集的课程，他的父母
虽是分别毕业于国内 985 与
211大学的硕士，但为了让孩
子受到“专业”的培训，还是坚
定地给小安报了班。妈妈说：

“苦虽苦，孩子的语言敏感期没
几年，不能偷懒。”

“找房大军”正在奔走。名校
周边的“老破小”早已一房难求，
中介还在不断提高租金。南京的
一位家长任女士无奈地说：“别
人换房子是改善，陪读的家庭却
在改差。但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蜗居一段时间是值得的。”

不辞辛苦培训、不惜人力
陪读、不惜成本择校……专家
认为，当下的教育焦虑固然来
自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但
家长严重焦虑和畸形攀比的

“心魔”背后确有利益推手。教
育焦虑究竟为何愈演愈烈？谁
在靠“吹大”你的焦虑“泡泡”牟
利？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调查。

两个硕士教不了一个小学生——

你的教育焦虑
喂养了谁？
新华社记者 蒋芳

“要专挑孩子不会的提问”“一定要让家长感觉
自己孩子真的不太行”……近日被媒体曝光的某培
训机构英语课程设计，揭出了培训机构的“攻心计”。

记者调查了解到，利用家长从众、攀比的心理，
培训机构的“洗脑”阵地已经前移到了手机里。

南京一位刚刚幼升小的家长冉峰发现，自从孩
子确定要上家附近一所著名小学后，就被拉进了“某
小学入学群”。刚开始，大家交流孩子和家长信息，相
谈甚欢。随着人数增多，广告出现了——暑期游学
团、游泳教练、理财平台等等，而最多的还是各种培
训班的推荐。

“真是聊着天就把你给‘套路’了。”冉峰说，每次
都是他家孩子学什么了，感觉很好给大家推荐，然后
几个固定的托儿开始跟帖。“我孩子也在这家学的，
真不错。”

一位教育培训业内人士说，家长们往往今天看
某个“牛娃”上了什么班，就开始焦虑，想马上跟风报
班；可隔天去报，发现居然有钱也报不上，越报不上
越心焦。摸透了这些心理，培训机构就会利用各种群
圈定目标受众，打着分享升学信息、提供升学指导的
旗号，散播报名紧张等信息，制造焦虑气氛，“吹风”
中就把生意给做了。

以为是口碑，其实是套路 ——培训机构成了“心理专家”

开学了，学区房的投资暂时
降温，租房陪读的市场火爆起来。
记者走访南京多家房产中介了解
到，几家名校周边的出租房虽是

“老破小”，租金却年年看涨。学区
房、陪读房，为何价格严重偏离市
场规律仍受追捧？教育业内人士
分析，根源当然是教育资源不均
衡，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问
题在于，市场正在利用这种不均
衡炒作焦虑，不断推高价格。”南
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殷飞说。

房产中介变身“教育专家”，
类似现象已不鲜见。北京西城区
的教学实力曾一度被追捧，“老
破小”的学区房获利也因此节节

攀升。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背后
是一家中介机构的统一行为。

一些在网络上、在微信朋友
圈里被炒得火热、看起来出自资
深教育人士的文章，背后的写手
却是房产中介机构。“现在很多
学区房中介开始做自媒体，自己
给自己写软文，稳赚不赔。”一位
房产营销人士告诉记者，这些中
介一边炒着小学、中学的学区排
名，哪个版块的教育资源好，一
边在群里面鼓动家长一定要买
学区房，动态更新房源。“很多家
长一焦虑，头脑一热，孩子才进
小学就开始琢磨初中的学区房
该往哪里买了。”

优质学区等于美好未来

——房产中介成了“教育专家”

记者采访多位家长了解到，
相比各种培训、竞赛、考证给孩
子带来的压力、给家长带来的焦
虑，不少人宁愿重新承受“一考
定成败”。一位家长说：“看不到
清晰的路径规划，搞不清什么时
间做什么事合适，无法不焦虑。”

现实中，焦虑消解正在被置
换为各种形式的“烧钱”行为，而
嗅到了这一“商机”的商业综合
体们迎来了“新生”。记者采访发
现，城市中的商业中心正在变身

“超级学校”。以南京市地标紫峰
大厦为例，每一层楼都有至少两
家培训机构进驻。每到周末、假

期，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频繁进
出，孩子们的身影从一楼的英语
班出来，又进入二楼的学而思培
优班，匆匆吃完午饭，再进入三
楼的舞蹈班。门外等候的家长一
边焦虑地刷着手机，吐槽起步阶
段的数学、拼音、图形这么简单
收费却不低，但又很庆幸自己第
一时间“秒杀”到了课程。

殷飞认为，要纾解家长的焦
虑，不能仅靠劝家长保持理性，
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丰
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从根本
上打破不健康的教育生态。
（据新华社南京9月12日电）

校内减负校外“烧钱”

——商业中心成了“超级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