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孩子去哪儿？
培训班+夏令营 这是多数孩子暑期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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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4个兴趣班
学习娱乐两不误

连日来，不少学校门口

也有一些兴趣班的老师在

推介“暑期大礼包”，涉及绘

画、书法、口才、舞蹈等多项

内 容 。“ 跳 舞 、画 画 、游 泳

……我们还没放假前就已

经报完了，多培养孩子的兴

趣爱好，和学习相关的培训

班一律不考虑。”家住天元

区的沈女士介绍，家里有两

个孩子，大女儿读初一，儿

子马上读一年级，为了能够

更充实的利用好暑假，早在

一个月前，她就为孩子一口

气报了舞蹈、美术、游泳和

写字 4 个兴趣班，希望他们

能在暑期好好“充充电”。

“暑假将近两个月呢，

报的兴趣班加起来一共 20

多天，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他

们自己支配了。”家长李一

如（化名）告诉记者，如今，

给孩子们制定“暑期计划”

的 时 候 ，会 征 求 他 们 的 意

见，在满足孩子们意愿的同

时，家长主要起督促和引导

的作用。

和其他同学一样，开学

读初一的秋秋，她的暑假也

早 已 经 被 安 排 得 妥 妥 的 。

“放假了我会先回老家玩一

阵，然后回来用十天做完暑

假作业，妈妈还给我报了街

舞班，我还要利用暑假时间

加强体育锻炼。”

暑假安全教育再提示
请让孩子熟知！

“尊敬的家长：炎炎夏日，暑假来临，人可放假，安

全无休。请您切实履行暑期孩子的安全监护责任和义

务，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目前，不少

学校在放假前发放《暑期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强调

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管理。

那么，孩子假期里，哪些安全问题应该注意？哪些

玩法有危险？为此，记者采访了各学校负责安全教育

的负责人，通过本报，为家长们给出了一些相应的建

议。

● 加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教育

夏季到来，大江大河进入主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

猛，学生私自到河边玩耍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溺

水已成为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这必

须引起广大学生家长们的高度重视。

警示：家长一定要担起监管责任，严禁孩子在河

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

泳；不让孩子在河边、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不捡拾掉

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在河边洗东西、钓鱼虾等；不

在游泳池里嬉戏打闹。教育孩子如若发现同伴溺水，

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

板、救生绳等，切不可盲目施救。

● 外出游玩 注意交通安全

在暑假里，不少学生会选择外出游玩、参加夏令

营等，此时一定要增强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意识，如不要

为了抢时间而违反交通规则过马路，不搭乘没有运营

资格的车辆等。

严禁乘坐无牌、无证车辆和超载车辆，未满 12 周岁

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 16 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

路。骑乘电动车，要戴好安全头盔。不要骑车逆行、不

扶肩并行、不攀扶其它车辆，防止各种交通安全事故的

发生。

警示：家长一定要教育孩子，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翻越隔离栏；行走或乘车

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在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

打闹；自觉遵守轨道交通、公交车乘车规范；乘车系好

安全带，不坐副驾驶座等。

● 防沉迷网络，家长该怎么做？

互联网是个虚拟的世界，但其中又什么都有，孩子

沉迷其中，会慢慢失去对现实世界的兴趣，或者将两个

世界看做一体，最常见的便是常有新闻报道说孩子模

仿动画片里的情节。针对沉迷于网络的问题，刘老师

强调：“现在很多家长都不能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

样，闲暇时间也不断痴迷于网络游戏中。

警示：家长不仅要以身作则，还要强化监护职责，

严格控制孩子上网的时间，必要时采取一定的惩罚措

施，可以说服孩子多参加其它的兴趣活动。比如，可以

和朋友们一起出去郊游参加夏令营，也可以锻炼锻炼

身体，或者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特长。

研学游今夏挺火
家长表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放暑假，家长们一方面想带孩子出游，全家共享悠闲

假期；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能利用好假期的时间充实自

己欠缺的知识，做好新学期的课程准备。

还没正式放假，我市中小学校门外各种暑期游、兴趣

班的宣传单早已满天飞。调查显示，20%的孩子在暑假不

会出游，65%以上的孩子在整个暑假有 1-2次出游的机会，

能出行 2次以上的孩子约占 10%。

除了给孩子们报了兴趣班，暑期出行也被秋妈（化名）

列入到了孩子们的“暑期计划”。“大女儿马上就读初一了，

计划暑假带他们去北京，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一下，加深印

象，延伸一下课本上学到的知识。”

“暑期那么长的时间，全部都用来给孩子上补习课也

不太好，把暑假一分为二，放松、学习各占一半比较好。”校

园记者家长刘女士表示，暑期前半截时间准备用来让孩子

上作文课，“作文在考试中越来越重要了，我们也要想办法

提高娃娃的写作水平。”这位家长更是表示，孩子还想参加

本报夏令营活动，让孩子去看看内蒙古大草原，也算是对

她暑期补课的心理安慰吧！

所谓“研学游”，便是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

让孩子接受不同领域教育的一种方式。

“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有机会让孩子出去见识一

下世界，肯定是好事。”正在咨询本报夏令营活动的黄先生

说，女儿班上有几位同学参加过晚报夏令营，回来后讲起

所见所闻非常兴奋，这让自己也萌生了送孩子出去见识一

下的想法。

同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是家

长的期望，也是老师眼里最佳的教育方式。

不少老师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孩子都

能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真

实地感知到大自然的美好，陶

冶情操。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
筱）暑假即将来临，假期孩子们怎么

过？都去哪儿了？记者采访中发现，

暑期经济火爆，针对孩子们的假期产

品五花八门，其中各种丰富多彩的兴

趣班课程，拓展、军事训练夏令营和

研学游成暑期热门。

面对暑期各种“烧钱”的项目，

部分家长感叹有些吃不消。也有

不少家长表示，孩子放假了，家长

却更累了，想给孩子一个精彩的暑

期，但自己成不了“万能家长”。

暑假暑假，，校园记者与大自然为伴校园记者与大自然为伴。。通讯员通讯员//供图供图

学生参加夏令营精彩集锦学生参加夏令营精彩集锦。。被访者被访者//供图供图

20232023年年66月月2121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付文婧付文婧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刘昭彤刘昭彤 校对校对//谭筱谭筱

TT66

● 选择合法、有资质的机构

“在选择夏令营时，一定要看组织方的办学资

质、组织能力、人员配置，切不可因为广告做得好

而忽视了真正的背景。”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

乐部相关负责人说，给孩子选报夏令营，市民一

定要选择具有合法旅游资质的旅行社，并签订

正规的旅游合同，约定行程、团费、服务范围、

餐住标准、景点、购物点、时间安排、交通工具、

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

一直以来，夏令营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然而，夏令营火爆的背后，也隐藏很多问题。

如由于缺少相应的监管措施，一些无营业执照

和资质的民办培训机构和个人，只要通过学校

和老师招来学生，就能自行组织夏令营。“像这

种夏令营最容易出问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

关人士说。

● 夏令营主题是挑选的关键

市区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吴敏（化名）说，夏令营的主

题是挑选的关键。家长应该根据孩子需要提高哪方面的

能力，来选择不同主题的夏令营，并让孩子参与选择，这样不

会让孩子有抵触情绪。

“家长们的期望可能和来夏令营的孩子们获得的体会不一样。”

吴敏说，参加夏令营的确能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但一些学习强度或

体能强度过高的夏令营，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

此外，还要看夏令营的长短，假期首要的是让孩子很好地调整状态，夏令营时间过长，孩

子会非常疲乏，所以最好不要超过一周。

● 参营时遇纠纷先留证据

记者在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支招，选择夏令营时，家长一定要多了解夏令营安全保障

方面的问题。一个好的夏令营活动需要良好的安全机制，以确保在营期消除一切安全隐

患。如何做到这点呢？保险是必不可少的，营地医护人员、随队老师、陪同导师以及营地的

选择、乘车选择等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在参与夏令营旅游途中，一旦遭遇意外，应保持冷静，依法理性维权。参营人员可先行

拨打夏令营领队和导游电话与旅行社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应注意保留相关凭证和依据进

行投诉，以保障旅游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和其他形式的旅游一样，学生们在参加夏令营时，应从自身

做起，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讲文明、守礼仪，理性消费，摒弃不良习

惯，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做文明出行的好公民；旅游过程

中，应特别注意景区安全提示，时刻保障自身安全；应注

意景区、酒店设立的安全警示标识，不要自行跨越围

墙、围栏，到危险隐患的区域游玩；不建议下海或在

室外的水域游泳，以免发生意外。

@学生家长

暑假来了,如何选择夏令营？
专业人士支招

去不去夏令营，算一算经济账

孩子教育的开支，无疑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支出。

张先生（孩子小学三年级、一家三口、家庭月收
入1.2万）：

我家现在无房贷车贷压力，收入不算高，但还稳

定，孩子上学、报兴趣班、吃喝拉撒一年预计 3 万，今

年想给他报个夏令营，预算在 5000 以下可以接受。

想想，夏令营比起一些补习班，费用真的不算高。我

曾给孩子找过私教，一个晚上补习文化课，一次 450

元，真是冤。而夏令营包吃包住，才几百一天，本地

的更是便宜。其实，花钱给孩子上文化补习，只是家

长求个心里安稳，对孩子没啥用。读书真的要“天

赋+努力”，哪个学生靠补习数理化考上清华北大

的？

刘女士（孩子小学五年级，一家三口，家庭月收
入2万）：

孩子夏令营很重要，因为可以让孩子大开眼界，

出去走走，交交朋友，多好啊。这费用贵也好，便宜也

好，家长都应该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不然孩子暑假

呆在家里没人管，那不翻天去，万一出个什么意外，不

是钱的问题了。我计划给孩子报一个时间长点的夏

令营。听说有个 21天的蛟龙少年夏令营，价格不高，

挺好的。孩子去夏令营，比在家费用要低。像我家女

儿，在家就是冰淇淋、小龙虾，出门就海底捞、必胜客，

一天费用下来，真是不小。还是夏令营省钱。

万女士（孩子分别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一家四
口，家庭月收入1.5万）：

我后悔生两孩，现在孩子教育费用真的不秀气，

我没有给孩子报任何培训班，兴趣班就报了一个舞

蹈，但孩子平时的书籍费、文具费、吃喝玩，都蛮费

钱。夏令营嘛，在考虑，如果有性价比好的，希望在

2000 元左右，还是要报一个（两个都要报）。毕竟孩

子没有参加过夏令营，同学们聊天的时候，他都没有

话题。再说，夏令营确实可以让孩子放松一下，好好

玩玩，童年就那么几年，错过了童年的快乐，人生很

难有这么纯粹的快乐了。我个人深有体会，我回忆

中，童年就是最快乐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学生们即将进入暑期生活，旅

游市场也开始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各式各样的暑期夏令营广告铺

天盖地袭来。面对市场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夏令营旅游产品，学

生和家长该如何挑选呢？记者昨日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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