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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10分钟，奖杯随便拿

不久前，宁夏银川市小学生小茹和3

名书法班同学，去西安参加一个全国性书

法大赛，并最终获得了她所在组别的金奖。

据小茹妈妈介绍，同样获得金奖的共

有42人，银奖和铜奖则更多，凡是参赛几

乎都能获奖。母女俩这一趟下来，比赛、研

学加上食宿等花费了5000多元。

无独有偶。在培训机构组织下，吉林

省长春市徐红梅女士带着5岁的孩子，参

加了一个名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吉

林省少儿舞蹈展演”的比赛。培训机构校

长告诉家长，这个比赛含金量高，整个吉林

省的舞蹈班都要参加，能显示出孩子的

水平。

比赛当天的场景却出乎家长意料。孩

子和家长从入场到退场一共10分钟，孩子

在台上表演，台下只有家长，没看到一个评

委。演完马上撤出场地，下一拨孩子和家

长入场。表演完后，一个工作人员叫家长

去搬箱子，里面装的全是晶莹剔透的奖杯，

每人一个，随便拿。

暑假期间，全国各地举办的艺术类比

赛数不胜数，不少家长竞相在朋友圈晒孩

子参赛的“丰硕战果”。一些比赛还冠以

“国际”“大中华”的招牌，让人感觉国际范

儿十足。

记者梳理发现，比赛涉及书法、绘画、

舞蹈、器乐、声乐等几乎所有艺术门类，主

办方多为各种民间协会、民间组织。参赛

者则多由艺术培训机构或培训老师组织，

以幼儿和中小学生为主。若比赛为全国

性，往往会以省或城市为单位进行初赛，初

赛获胜者可再次缴纳一定费用后参加全国

总决赛。

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比赛，不少家长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比赛，只要参

赛，必能获奖。这让不少家长质疑，有的甚

至大呼上当：人人有奖，评奖意义何在？“感

觉好像被骗了，大张旗鼓地准备，到最后发

现是自娱自乐。不管水平什么样都能获

奖，这个奖杯相当于是我们家长自己花钱

买的。”徐红梅说。

瞄准家长钱袋
形成比赛产业链

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有家长本着以

赛促学的目的，让孩子增强学习兴趣；也有

家长本着长见识的目的，让孩子到各地参

加比赛，“权当旅游，还能参加比赛，一举两

得，也不算亏”。

长春市郭女士今年带着孩子去杭州

参加了一场钢琴比赛，对于比赛的含金

量，她表示不是特别在意。“孩子去比赛，

穿着漂亮的礼服，上台表演，仪式感就有

了，而且面对不少观众，对孩子也是一种

锻炼。”

另一方面，更多家长希望通过比赛获

奖增加孩子升学竞争的砝码，甚至在将来

学习成绩稍差时，成为升入普高、大学的

“救命稻草”。广州市一位孩子即将升读六

年级的家长感叹说，如果手上没有一两个

奖，小升初都没底。

不管出于哪种心理，导致的结果是“凡

学必赛”，并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孩子

和家长需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一些家长介绍，书法、绘画类比赛的初

赛报名费最便宜，仅二三十元；舞蹈类比赛

其次，但因涉及统一购买服装，费用一般在

三四百元；而器乐、声乐类比赛报名费则相

对偏高，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初赛往往只是引子，半决赛、决赛则多

在大城市甚至国外举行，除报名费用外，家

长还需承担住宿、往返机票等费用，几千元

到数万元不等。

家住南昌红谷滩新区的柯女士说，孩

子到北京参加一场才艺比赛，要在指定宾

馆住宿、用餐，按人头结算房费、膳食费，

“就连奖杯、奖章的材料费也要参赛者承

担”。

整个比赛产业链中，培训机构是关

键。银川市第十六中学政教处主任闵生肃

认为，培训机构热衷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比

赛，一方面是其营利性使然，比赛意味着加

课和集训等，自然增加培训机构收入；另一

方面，学生比赛成绩也成为他们招揽生源

的招牌。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培训机构会

找到一些业界名人或公众人物代言，进而

获得相关资源，组织各种夏令营、比赛等。

不少机构甚至与学校打通，通过学校招生，

然后学校委托机构培训，学生获奖后增加

上名校的机会。

“一纸奖状”等于“一张废纸”

校内外艺术培训，是增强学生美育的

有力措施，但“凡学必赛”推高了家庭美育

成本，“凡参赛必获奖”更是降低了奖项分

量。家长和孩子花费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

获得的“一纸奖状”，无异于“一张废纸”。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多项政策，力

图让竞赛、证书与升学脱钩。今年7月出

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

规定，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

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不管公办还是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就

近入学是必然趋势。”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方华认为，随着各地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考试制度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出台更

具体、更精准的措施和标准，竞赛、培训成

绩或证书证明在升学中的砝码将不断淡

化，甚至接近于零。

应让学校艺术社团、少年宫以及社区

艺术志愿者，在艺术培训领域发挥更大作

用。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两年，每到寒暑

假，很多文化馆、少年宫以及社区都会组织

开展免费音体美培训，让更多无力承担高

昂培训费用的学生接受正规美育教育，防

止艺术培训片面偏向考级和比赛。

当然，比赛也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有效

手段，家长和学生应擦亮眼睛，不要被培训

机构忽悠、裹挟，尽量参加一些公益性、含

金量高的比赛。银川市某书法培训机构教

师杜涛说，对于那些商业性强的比赛，完全

没有参加的必要，但教育部门牵头组织的

比赛、竞赛比较正规，家长可以让孩子参

加，达到检验水平和锻炼的效果。

卖座影片
频频被颁“脏烟灰缸奖”

电影中时常有喷云吐雾的镜头，像电

影《志明与春娇》就是由抽烟引起的故事，

影片的宣传语就是“一支烟引发的暧昧”。

从2007年开始，中国控烟协会每年都

会对热播的国产影视剧中的吸烟镜头进行

监测统计。2009年，根据热播的40部电

影和30部电视剧进行监测的结果显示：在

40部电影中，31部影片有烟草镜头，比例

占77.5%；30部电视剧中，28部有烟草镜

头，占电视剧比例的93%。根据中国控烟

协会统计，2009年的《风声》烟草镜头较

多，烟草镜头总时间占总片长的4.82%；

《梅兰芳》中角色吞云吐雾的镜头将近15

分钟。

2011年，广电总局就曾发布通知，要

求影视剧中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志，不

得在禁烟场所出现吸烟的镜头，不得表现

未成年人买烟、吸烟等情节，不得出现有未

成年人在场的吸烟镜头。同时，还要严控

与烟草相关的情节和镜头。对有较多吸烟

镜头的电影、电视剧，将不纳入总局举办的

各种电影、电视剧评优活动。

在中国控烟协会与中国疾控中心控烟

办的倡议下，冯远征等40多位影视明星已

签名支持“无烟影视”。对此，中国控烟协

会表示，将对明星们在公众场所吸烟的行

为进行监督，并增设“脏烟灰缸奖”，颁发给

多次在公众场所违规吸烟的艺人。

冯小刚的《老炮儿》和《我不是潘金莲》

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两次获得了“脏

烟灰缸奖”。今年6月，《我不是药神》《邪

不压正》因吸烟镜头过多，获得了“脏烟灰

缸奖”。

中国控烟协会曾发布公开信，呼吁主

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对于有过多烟草镜头的

影视剧作品，取消其参与评优活动资格。

“艺术需要”
不能成为吸烟借口

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曾公布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规定

在电影、电视剧及其他节目中播放吸烟镜

头或者出现烟草制品的媒体，由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但从这个条例来看，只有烟草品牌广

告、吸烟镜头和禁烟标志一起出现，以及出

现未成年人吸烟或相关情节的情况下才会

进行罚款。

而从上面这些数字来看，这些年影视

镜头控烟成果并不大。而导演们对于禁烟

也觉得委屈，“没有了烟，有些细节可能会

少点东西……有时吸烟镜头是需要的。”

然而，“艺术需要”“个性化表达”只是

无力的借口。11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八

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控烟工

作的通知》，再次要求加强影视作品中吸烟

镜头的审查。

通知指出，“青少年容易产生盲目追星

心理，影视作品中明星吸烟镜头极易误导

青少年效仿。要加强电影和电视剧播前审

查，严格控制影视剧中与剧情无关、与人物

形象塑造无关的吸烟镜头，尽量删减在公

共场所吸烟的镜头，不得出现未成年人吸

烟的镜头。”

通知还强调，“电影电视剧主管部门，

要加大对影视剧吸烟镜头的审查，严格控

制电影电视剧吸烟镜头，最大程度地降低

影视明星吸烟镜头对青少年的影响。对于

有过度展示吸烟镜头的影视剧，不得纳入

各种评优活动。”

凡学皆比赛 凡赛必获奖
“大奖赛”泛滥污染青少年
《半月谈》艾福梅 沈洋 赵丹丹 郑天虹

在高度重视孩子素质培养的当下，让孩子学习一两门甚至更多艺术，成

为许多家庭的选择。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机构抓住家长心理，组织了名目

繁多的艺术类赛事，凡参赛都能获奖，不少孩子拿奖拿到手软。在看似光鲜

的表象背后，一些家长其实有难言之隐，有的甚至大呼上当。

八部门发布影视“控烟令”过度吸烟无法“评优”

这些年，我们对烟说过的“NO”
《北京青年报》肖扬

日前，Angelababy在公共场合抽烟引发舆论关注，“明星吸烟”问题正在

变得越来越敏感，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容易对青少年构成“误导”。

11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

的通知》。通知强调：电影电视剧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影视剧吸烟镜头的审查，

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吸烟镜头。记者发现，近年来，随着社会控烟力度的加

大，说“不”的次数越来越多，力度也在逐渐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