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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的一位妈妈为了让孩子跳绳达标，花
了 1288 元给孩子报了跳绳培训班。结果一节课没
上，孩子突然开窍了，跳绳达标了。这位妈妈想退
费，于是跟培训机构产生了纠纷。

这件事引起了网友的讨论。讨论中，网友除了争
辩费用到底能不能退，主要还是觉得跳绳这类体育课
上的东西没必要报培训班，简直就是“智商税”。

孩子报体育课培训班是不是有必要呢，不同的家
长也有不尽相同的看法。

体育达标到底是靠自己

还是靠培训
张女士家有一对龙凤胎，两人今年都升入了小

学。从入学那天开始，张女士就开始给两个孩子“培
训”跳绳，不过她没有报班，全靠自己。

张女士有自己的理由，她认为，她和丈夫跳绳水
平都不错，也都是“自学成才”。只要看着点孩子，
让他们坚持锻炼，一定能学会。张女士还打听到，小
学体育中跟考试挂钩的有跳绳、跑步和立定跳远，其
他两项她不能保证自己能教会，但跳绳绝对没问题。
经过三个月的坚持锻炼，两个孩子的跳绳水平达到每
分钟 130 个左右，张女士颇有成就感。而且很多家长觉
得她教得好，有时候还会拜托她“点拨”一下自己的孩
子。孩子的表现和其他家长的羡慕，更让张女士笃定，
这种体育类的“教学”对于家长来说完全没问题。

家住八里街的赵先生的儿子今年也成为了小学
生，赵先生也想着让孩子多锻炼锻炼，尤其是练一下
跳绳这个考试科目。刚开始，他也是自己指导孩子跳
绳，但孩子掌握不到要领，跳不过去就发脾气“罢
工”；要么就是觉得很累，撒娇要休息。最后，赵先
生的训练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无奈之下他
求助于一个教练朋友。这位朋友帮他介绍了一个自己
开培训班的体育老师，赵先生按照“熟人”价格将孩
子送去了培训班，孩子每周去一次，刚练完了四周，
跳绳的要领基本都掌握了，而且跳起来很连贯，不再
是“一蹦三尺高”那种浪费体力的笨拙跳法，老师说现
在可以一边巩固动作，一边提升量了。经过这次曲折，
赵先生觉得，如果要解决专业问题，还是要找专业的
人，各种课外兴趣班是如此，孩子的体育课也是如此。

遇到专业问题求助专业人士

虽然三位小朋友都学会了跳绳，但张女士和赵先
生采用的方式却不同，类似跳绳这样的体育课到底要
不要报培训班呢？这其实也是网友争议最多的部分，
在杭州妈妈的案例中，不少网友觉得这位妈妈就是
“交了智商税”，“跳绳根本不需要培训，只要坚持
练就行了。”但也有一些网友说，当了父母就知道，
“不要看别人报班很可笑”，“现在的小孩很不容
易，父母更难”。尤其是现在体育不但是期末必考科
目，而且很多学校和地区将体育成绩跟评优挂钩，如

果父母实在精力有限，而且不会教，真的不如找专业
的机构来解决。

临桂的王女士就支持给孩子找跳绳培训班。她
说，跳绳其实很需要技巧，她跟女儿去上了两次课才
知道，跳绳要腕部发力，足尖起跳，“同时还要配合
呼吸。”王女士说，跟着专业教练学，一方面比较系
统，孩子可以从一开始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另一方
面融入集体，又有老师监督，孩子会学得更快，而不
是跟家长讨价还价或者撒娇耍赖不学。

至于到底要不要参加体育课培训班，记者也采访
到兼职开体育培训班的韦老师。韦老师告诉记者，体
育首先不应该成为一种很“功利”的东西，而应该一
直坚持它“强身健体”的内核。虽然现在教育改革，
似乎将体育也搞成了应试教育的感觉，但这么做的初
衷还是增加孩子们的户外活动时间，增强孩子们的身
体素质。至于要不要报培训班，韦老师说应该“见仁
见智”和“以实际情况为准”。他说，如果孩子家长
本身有体育基础，孩子也没有肢体不协调等问题，其
实跳绳这样的运动完全可以自己完成。但如果家长没
有体育基础，甚至自己都有点“手眼不协调”，还是
不要轻易“教”孩子，应该找专业的老师告诉孩子正
确的发力方式和运动方式。“有些家长自己跳绳都是
使蛮力，别说教孩子了。”同时，如果发现孩子在体
育课上总是无法跟上节奏，比如出现比较明显的“肢
体不协调”，一定要求助专业人士，调整孩子的运动
方式和方向。

记者苏文娟 通讯员段雨晴

要不要给孩子报
“体育课培训班”？

大河坊，漓江沿岸发展的新探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2 周年。在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经济特
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不断
崛起，目前，我们“国家级新区”总数
达 19 个。

经济高速发展之下，生态环境问题
也日益突显，我们也在探索经济文明与
生态文明和谐共生之道。从河北雄安新
区的建设规划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
示。

根据《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
-2035 年)》来看，雄安新区今后发展三
大亮点是绿色、创新和智能，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院院长杨保军指出，发展雄
安，生态是前提，蓝绿空间占 70% ，城
建控制在 30% 以内。

从中不难解读出，以往的发展，多
是为经济指标，大拆大建，粗犷发展，
而如今的方向，是更重视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保存。这一发展观念的转变，在桂
林这个山水城市也早已纳入城市管理者
的管理意识。

江，始终引领着一座城市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城市进阶，临江区域的建

筑已经趋于饱和。作为漓江唯一的“留
白”，政府在 2012 年提出的《叠彩江东
生态旅游区概念规划》，揭开了城市
东、漓江畔发展的序幕。

规划明确了江东片区的生态旅游发
展方向，提出江东片区村貌改造项目要
充分利用漓江东岸的优秀自然景观资
源，以高端休闲旅游和生态田园观光的

开发为切入点，在保护漓江和周边景观
环境的大前提下，将漓江文化与休闲旅
游业完美结合，引入休闲、康体、养
生、养老等产业，打造漓江沿岸旅游产
业试点。

而漓江·大河坊项目，就是这一规划
下的示范样本，带着政府对漓江沿江发
展的一种新的探索模式。“做大河坊和

以往的拆迁大建不一样，并不是让原来
村民卖地后移迁他处，村民还是在他们
原来的居所，只是提升了他们原有的居
住状态，原来的村庄变成了一个文创老
村，保留下了村子千百年来的文化底
蕴，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都还在。而如
果按传统的开发模式，大拆大建之后，
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消亡，留下冷冰
冰的钢筋水泥。”大河坊相关负责人表
示。

城市的发展，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
的居住需求。从人居环境来看，目前桂
林城北漓江两岸还基本保持了原貌，没
有太多破坏的，所以今后在漓江这条线
上先保持沿江生态好的前提下，去寻求
文旅、康养的发展，而不是纯粹的地产
开发。

“大河乡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文旅性
质和农业观光，尽可能保持原生态，这
是排在第一位，其次才是逐步适量发
展，在增量发展中以文旅类、康养类性
质来发展，至少跟以往的城市发展地产
开发的模式不同了，会更易人居。”大
河坊相关负责人说。

(陈延明 图片由漓江·大河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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