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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时代，衣、食、住、
行、娱乐只需一部手机就可以操
作。但是，手机在给人们提供便
捷 的 同 时 ，也 有 不 能 承 受 之

“重”。
记者调查发现，众多的APP

让手机不堪重负、垃圾挤占内存
却很难清理等问题困扰着很多
用户。

APP多且频繁更
新成负担

在外企工作的牛菲近日抱
怨说，她刚刚在银行开完卡，又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下载了APP，
并在APP上做了一系列绑定操
作，“APP下载、注册，耗费了不
少时间。”

与牛菲有类似感受的用户
不在少数。有受访者对记者表
示，同一家电商，不仅有商城
APP、金融APP，还有超市APP。

在某些城市，乘坐公交用一个
APP，乘 坐 地 铁 还 要 装 一 个
APP，去医院挂号也要下载一个
APP，办理政务有时需要下载一
个APP，有的超市发的折扣券要
想使用也要下载APP。

APP数量多，除了挤占手机

内存，更让用户苦恼的是更新过
于频繁。“有时候一个页面刚用
熟，APP升级，又变了。很多更新
是自动的，无法控制。”在北京某
高校读研的赵菁菁说。

记者了解到，很多用户的手
机里少则数十个、多则上百款的

APP铺满几页手机屏幕，要找到想
用的APP需来回翻几遍。曾经“一
部手机在手，吃穿用行都有”的便
捷，逐渐迷失在满屏的APP中。

华为软件测试工程师刘欢
对记者表示：“偶尔办理的业务
其实无需通过手机应用进行。过
多的APP不论对开发单位还是
消费者，都是负担。”

手机里“隐秘”的
垃圾越来越多

“现在可能普遍要买 128G
以上容量的手机才够用。因为手
机内垃圾很多，不定期清理的话
会发现空间一步步减少，最终会
提示你要删除垃圾。然而，很多
垃圾无法彻底清除，改变不了内
存越来越不足的趋势。”从事教
育培训行业的谭世鹏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一部64G的
手机，一般使用半年往往就会出

现内存不够的情况。在减少应用
软件和导出视频和照片后，仍然
会“捉襟见肘”。

“随着功能的增强，手机
APP会产生显示屏、网络连接、
CPU、硬件模块等方面的能耗，
上百个APP能耗累加，相关的手
机垃圾也越来越多，对手机性
能、响应速度都造成影响。而其
中很多垃圾往往很难清理，甚至
卸载软件后垃圾也会大量保
留。”刘欢告诉记者。

有业内人士提醒，要定期处
理手机后台程序。手机里同时运
行的程序过多，就会出现手机内
存过于拥挤的状况。需要注意的
是，有些程序退出后还是会在后
台运行，占用空间。我们可以借
助手机管理软件定期清理缓存
和后台程序，为手机“减负”。同
时，要定期清理不需要的视频、
照片，卸载不再使用的APP。

据《人民日报》

在教培机构整治风暴下，被
称为“宇宙补习中心”的北京海
淀黄庄一改昔日的热闹喧哗，变
得零落萧条。

曾经每层都充斥着各类教
培机构的银网中心大厦里，如今
很多房间空无一人，门上挂着液
压剪锁，贴着黄色或粉色的暂停
线下培训通知，仅有少数艺术类
培训机构仍在营业。大厦一层的
咖啡厅内只有零星几位客人，与
此前家长排队等位的情形大相
径庭。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6月 1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表示，已对 15家校外
培训机构处以顶格罚款共计
3650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对校外培训
机构严厉监管的背后，是整个社
会对超前、过度教育的反思：跑赢
起点的孩子，最终能抵达何处？

堪比“军备竞赛”
的“鸡娃”教育

最近，一位名校毕业家长录
制的短视频在家长群热传。看《牛
津阅读树》、听逻辑讲解、安排自
主阅读，连吃饭都要听古诗……3
岁小男孩的日程表被妈妈安排得
满满当当。“我要今天不成魔，他
明天就成不了活儿……”这位妈
妈宣称“绝不手软”。评论区里，很
多“鸡娃”妈妈热烈赞同。

“时间太不够用了。”北京三
年级孩子家长悦然（化名）说。每
天从下午放学到晚上 10点，孩
子的时间表被密密麻麻的课外
班、作业、练琴填满了。

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2018）的测试结果显示，我
国四省市学生每周平均校内课
堂 学 习 时 间 为 31.8 小 时 ；
PISA2015 数据显示，我国四省
市学生每周课外学习时长超过
20小时。

在课外培训中，超长、超量、
超前学司空见惯。

北京妈妈小卫（化名）在孩
子三年级时，突然发现自家孩子

“太落后了”。几乎全班同学都在
“抢跑”：学奥数、学高年级课程、
从小阅读英文原版书。

一些小学生的学习难度，令
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也
自叹无能为力。

广州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小
雨从四年级开始上两个奥数班，
她说：“题目太难了，我爸爸是数
学系毕业的，有的题目连他都解
不出来。”

很多家长把这种教育竞争
比喻为“军备竞赛”。

“有个段子说‘4 岁孩子英
语词汇量 1500个，在美国够，在
海淀不够’，本来我以为是夸张，
可前一阵跟不少家长聊了聊，惊
出一身冷汗，觉得确实如此。”北
京海淀区家长顾女士有些慌。

甚至逛街也可能带来一波
焦虑。“我亲眼看到两个幼儿园
小朋友自如地全英语交流，家长
也跟他们用英语聊，但可以肯定
他们全家都是中国人。”顾女士
说。焦虑之下，她立马给孩子连
报语、数、外三个课外班。

捷径还是弯路

越学越多、越学越早，这样
对孩子真的好吗？在起点跑赢了
的孩子最终能抵达哪里？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张羽利用9年的追踪数据，研究小
学一年级至六年级数学课外补习
对升入初中后学业成绩的影响。
结果表明：参加补习能在短期内
提高成绩，但长期来说对学业发
展有负面影响，“后劲不足”。

张羽认为，一些过于拔高或
应试的内容，不符合孩子的认知
规律，也不利于孩子的思维培养。

“比如‘鸡兔同笼’问题。学
校通常以尝试法解决，这是小学
生必须建立的研究、认识事物的
路径，比较符合年龄特征；但一
些课外班从求异性思维入手，一
下拔很高，中间的衔接弱了。”她
说，一些高难度的奥数班，也多
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强调结果

而不是过程思维。
“就教育来说，想找捷径往

往是走弯路。”张羽说。
一位长期关注“小升初”政

策的业内人士说：“一些孩子因
为小学拼奥数太狠，心理透支，
产生了厌倦情绪，之后就不想学
数学了。”

多位中学教师观察，长时间
上辅导班的孩子往往“除了睡
觉、作业，其他的事情不会干。不
会做家务、找不到同学玩，什么
事情都要家长安排、老师布置”。

张羽发现，不少从优秀高中
拔尖出来的学生，最终都选择成
为循规蹈矩、喜欢规避风险的

“螺丝钉”。而当下世界变革不
断，不确定性急剧增加，当创新
能力成为人才核心竞争力时，循
规蹈矩的思维定式有可能成为
劣势。

从整体来看，教育内卷加速
也会带来人力与社会资源的浪
费。按照德国社会学家罗萨的

“新异化”观点，这种竞争逻辑和
加速逻辑让更多人觉得自己站
在“滑坡”上，必须跑得尽可能
快，才能留在原地。最终，这会形
成一个封闭系统。加速机器不会
创造更多价值，个人的梦想、目
标和人生规划，也必须用于喂养
加速机器。

北京家长付先生担心，高压
环境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很多孩子的眼睛里没有光。”
长期关注海外教育的方也博

士认为，“鸡娃”模式下长大的孩
子忙于各种训练、竞赛，无法获得
足够的生活技能和成长空间，一
些人会陷入焦虑甚至抑郁。

一名“90后”女生说，初中以
前，家长的“鸡娃”教育效果比较
显著，但初中以后无论多努力，她
再也做不了年级第一。“父母希望
我考个好高中，我压力很大。”

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曾在著
名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为大学
生提供心理咨询。他注意到，在
日常咨询中，至少有80%的来访
者都是“被成功学或父母的压力
搞得很狼狈的人”。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
示，我国 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
中，约 3000 万人受到各种情绪
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必须采取
综合措施予以干预。

“985废物”“躺平族”，成为
一些年轻人“自嘲”的集体表达。
这些群体中不乏教育赛道的胜
出者。在李松蔚看来，在某种意
义上这也是对单一价值观的反
抗，“他们不是真的要‘躺平’，而
是表达一种姿态。家长也要更多
关注孩子的声音和权利。真正给
孩子支持和空间时，他们反而会
走得更快”。

教育要更多“培
养人”而非“筛选人”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
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王捷说，

校外培训的产生与职业分层、文
凭社会、选拔性考试、奖赏勤奋、
文化传统、囚徒困境有关，仅靠
教育政策难以改变。

张羽认为，教育焦虑背后，是
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政
策关注点应聚焦如何加大投入，
培育更多优质学校。在优质资源
增加、分布均衡、教育提质的前提
下，“就近入学”才会顺利落地。

同时，也要从教师数量和素
质上着手，全面提高教师待遇，
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育
的目的是“培养人”而非“筛选
人”。

付 先 生 在 小 区 里 组 织 了
“light in the eyes（眼里的光）”
的活动。从 4月到 10月，每天晚
上他都会带着一群孩子“疯玩”，
打篮球、踢足球、跳大绳、扔沙
包、跳皮筋、蒙眼敲锣，每周五还
会组织“大型亲子活动”。有些孩
子玩得好，就停了课外班。也有
孩子为了早点下来玩，会在学校
先把作业做完，形成“良性循
环”。

北京家长冯女士的孩子跃
跃在一学校读四年级，至今没上
过任何奥数、英文课外班，没参
加过杯赛或拿过什么奖项。“从
标准化考试的维度看，他没有特
别的竞争优势。”冯女士说，“但
他就是我期待的样子——乐观、
善良、真实、健康，喜欢用绘画表
达自己，善于与人交往、与自己
和解。”跃跃会唱着歌完成作业，
也会花一个多小时制作一本漫
画书。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越来
越多元的社会价值评价，用昨天
的方法教今天的学生，其实是剥
夺了他们的明天。”冯女士说。

教育专家认为，人生好比马
拉松长跑，而非百米冲刺。家长
不要被“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的
说法误导，不要总想让孩子“抢
跑”；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注
重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生活能
力，为孩子的人生“长跑”做好更
充足的准备。 据新华社

对校外培训机构严厉监管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超前、过度教育的反思：

跑赢起点的孩子，最终能抵达何处

一名广东四年级学生在校外培训班上课一名广东四年级学生在校外培训班上课。。

APP数量多，除了挤占手机内存，更让用户苦恼的是更新过于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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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中心校区、百胜校区暑假开设小学语
数、初中语数英理化、高中语数英理化生地。
电话：2019088、2035090 抖音号：1649255158

东方学校
暑假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