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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里的市区中山公园草坪上，两位大学生正自信地拍摄自己的美照。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每到暑期，少儿游泳培训就成为家长
和孩子的热门之选，加上东京奥运会催生
的运动热潮，今年的暑期少儿游泳培训尤
为火爆。但记者调查发现，虽然近年来人
们安全意识不断提高，但少儿游泳培训班
仍存在不少安全隐患，教练资质存疑，师生
比过小，安全教育欠缺，救生员管理不到位
等问题，应当引起关注。

“人满为患”的游泳班
“暑期游泳班火热报名中”“泳者特训

营给你难忘一夏”……暑期来临，在太原
等地的各大游泳馆、健身房附近，随处可
见印有类似内容的海报、宣传单。

记者走访多家游泳场馆看到，几乎每
个地方都在暑期针对学生群体推出了游泳
培训课程，其中不少生意火爆。一家健身
会所游泳馆的教练告诉记者，从 6 月中旬
开始，就陆续有家长带孩子报名学游泳，现
在每天有近 80 名学生参加培训，其中以
8-10岁的小学生居多。

大批青少年参加游泳班的同时，班容
量超标、教练资质存疑等问题也随之暴露。

国家标准要求，开展游泳培训项目，教
练应具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国家职业
资格。2018 年山西省发布的地方标准《体
育场所管理规范》要求，社会体育指导员

（游泳）与培训对象的比例应不小于 1:10，
即一个教练的带班人数不得超过 10人。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承诺“10 人

一班”的游泳馆，实际上却是两个班合并上
课。“一个教练员一个班带十几、二十几个
人的情况，过去稽查中也有发现。”太原市
文化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
长刘健说，“溺水的救援时间只有 7 秒钟，
如果培训人数太多，一个教练员根本看管
不过来。”

记者还发现，部分游泳班的教练资质
不达标。在一所拥有数名教练的游泳馆门
口，仅仅张贴着一名教练员的资历，其他人
却情况不明。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
游泳行业难做，亏损的很多，一些企业为了
节约成本，会聘请资质不足的教练，有的甚
至是暑期“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此外，刘
健告诉记者，救生员“无证代课”的情况也
不鲜见，不止一家游泳场馆曾因此被查处。

“急功近利”的培训课
“暑假给儿子报了游泳班，既希望丰富

他的假期生活、锻炼身体，又希望孩子学会
游泳，在关键时候能保护自己。”家长张先
生说，“但我发现，游泳班并没教给孩子太
多在水中如何自救的安全知识。”

山西大学游泳馆馆长崔俊峰认为，安
全教育应该是青少年游泳培训的第一课，
然而目前不少游泳班在这方面存在缺失。
在太原市一家游泳馆里记者看到，虽然墙
上挂着“禁止跳水”的标语，但仍有孩子从
泳池边跃入水中。“教练一开始就讲技术动
作，没强调过安全注意事项。”学员小许说。

记者还发现，在不少游泳培训班上，救

生员现场管理不到位、应有救生器材配置
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场所
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水面面积在 250 平
方米以下的人工游泳池，至少配备固定水
上救生员 2 人。人工游泳池有救生圈、救
生杆、救护板和护颈套。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看到，部分游泳馆
未能配齐救生器材，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一
些游泳馆里仅有一名救生员，还有的救生
员虽然在岗，却在埋头玩手机。崔俊峰表
示，游泳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游
泳馆不仅要按规定配齐救生员，而且要通
过有效管理保证他们在岗时注意力集中，
这是重要的安全要素。

此外记者了解到，一些游泳馆的儿童池
和深水区没有明显区分隔离，初学游泳的儿
童与成人游泳者同处在一个泳池中。业内
人士介绍说，溺水事故中有很多是儿童进入
深水区造成的，当成年人与儿童在泳池中相
向而游时，存在水面落差，容易导致儿童在
换气的一刹那“呛水”，构成安全隐患。

完善相关标准法规加强安全监管
针对暑期青少年游泳培训存在的安

全隐患，有关专家提出，政府应进一步完
善相关标准法规，加强对游泳场馆及培训
班的安全监管，补齐管理短板。

崔俊峰等业内人士建议，有关部门应
针对青少年游泳培训持续制定和完善相关

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现有的游泳培训标
准基本是针对成年人的，青少年培训缺少
规范与依据。”他表示，青少年游泳培训具
有特殊性，需要在班容量、授课内容、教练
资质等方面制定专门标准。

扬州体育公园游泳跳水馆一名专业培
训师表示，游泳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运动项
目，对少儿游泳培训的教学大纲、教练岗前
培训等，相关法规都应尽快明确。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成年人与初学
儿童共泳的现象明显增多，虽然现有相关
法规并无强制性要求，但从安全角度考
虑，培训机构应进行科学管理和隔离，给
少儿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教学环境。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陈安平建议，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青少年游泳培训行业
的监管力度，如提高培训机构的准入门
槛，不能有个泳池就开班招生，要在场地
是否达标、人员是否具备从业资质、安全
应急举措是否完备等方面进行严格准入
考核。同时，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应加强
对游泳培训机构的抽查检查，同时推动
行业协会发挥更大作用，加快建立行业
内部的准则规范，增强行业自律。

此外专家建议，家长给孩子选择游泳
培训机构时要增强安全意识，注意确认游
泳馆及教练的培训资质，确保游泳场馆的
安全设施齐备、安全管理到位，同时心态上
要避免急功近利，不能仅仅把游泳当作一
项技能，而要把体育当成教育来促进孩子
的全面成长。 （新华社太原8月17日电）

救生员埋头玩手机
儿童区连着深水区
——暑期少儿游泳培训安全隐患调查

“容貌焦虑”是指
现代社会人们担心自
己的容貌存在缺陷或
不 足 ，导 致 引 起 周 围
的负面评价，从 而 产
生 心 理 上 的 恐 惧 或
担 忧 等 消 极 情 绪 。
那 么 ，青 少 年 的 容 貌
焦虑缘何起？如何正
确 对 待 容 貌 焦 虑 ？
怎 样 做 一 个 有 幸 福
感 的 人 ？ 本 期 ，记 者
采 访 了 心 理 教 师 ，一
起 来 看 他 们 有 什 么
好的建议。

容貌焦虑缘何起容貌焦虑缘何起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漳州市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专职心理教师高莉告诉
记者，今年 2 月，中青校媒面向全国 2063 名
高校学生就容貌焦虑话题展开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59.03%的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
容貌焦虑。“女生比男生更容易产生容貌焦
虑。”高莉介绍，还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
对自己的容貌满意度评分呈现一定的差异：
55.29%的受访大学生给自己的容貌打 3 分，
认为自己容貌一般，24.73%对自身容貌较为
满意，打出 4分，仅有 7.87%表示十分满意，选
择满分 5分；另有 9.66%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满
意自己的容貌，2.45%表示非常不满意。

高莉认为，除了大学生，如今越来越多
的中学生也存在一定的容貌焦虑。对于青
少年群体，由于他们的自我意识还不稳定，
价值观正处于形成和建立阶段，自我评价容
易受外界的影响和干扰，尤其是在当今网络
发达的现代社会，以“颜值”为导向的价值取
向深深影响着青少年群体，因此，“害怕自己
不够好看”“担心别人看到自己身上的瑕疵”

“害怕被评价”等情绪容易困扰着他们。在
这样的认知和情绪影响之下，许多中学生会
过度注重容貌的打扮，例如：购买超出自己
经济能力范围的衣物或首饰，出门前需要大
量的时间进行精心化妆打扮，或者不科学地
节食等，这些行为导致不少学生因此影响了
正常生活与学业。

“容貌焦虑的背后，主要是缘于个体的
自我认知偏差以及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和担
忧。”高莉说，“在这种认知偏差的影响下，个
体往往对自己的容貌有着过于苛刻的要求，
容易过度放大自身容貌的缺点，或将某些容
貌上的‘特点’赋予消极的评价。比如‘单眼
皮不如双眼皮好看’或者‘一黑毁所有’等。”

高莉介绍，长期的自我认知偏差会逐渐导致
个体的自卑心理，从而引发容貌焦虑。另一
方面，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假象观
众”的信念，即“相信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关注
和评价着，因此当他认为别人对他评价不高
时，他就会联想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因
而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感和归属感”。因
此，为了避免被负面评价，青少年往往过分
夸大容貌的作用，花过多的精力去关注自己
的容貌。

焦虑可以成为变美的动力焦虑可以成为变美的动力

漳州一中专职心理教师吴茹虹认为，有
容貌焦虑的孩子通常会过度关注自己的容
貌，放大自己的小缺陷，因觉得自己不够好
看而缺乏自信，产生自卑心理。“对于处在青
春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会更在意自己的外
在是否美丽帅气，想以更美的形象和更好的
姿态出现在他人面前，获得他人赞赏的眼
光，这是正常的心理发展过程。”吴老师介
绍，“适当”的焦虑可以成为孩子变美变强的
动力，让孩子正视自己的不完美，做出努力，
来成为更好的自己。

“如何引导孩子正确对待容貌焦虑？”记
者问。吴老师建议，首先要帮助孩子培养正
确的审美观，告诉孩子美是有多样性的，外
在的美丽可以复制，而内在的文化素养却不
容易拥有。“家长要让孩子明白美不仅可停
留在容貌上，更是藏在一个人的气质中。可
以鼓励孩子加强内心建设，通过多读书，发
展兴趣爱好等方式，不断开阔视野，成为更
好的自己。”接着，要引导孩子发现自己的闪
光点和独特美，学会自我欣赏，增强自信心，

“可能你有点儿胖，但你性格可爱，朋友很
多；可能你有点儿矮，但你很幽默，总能逗人
开心”，在看到自己缺点的同时也看到自己
的优点，引导孩子用心审视自己，挖掘自己

的优点，在平常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也可以
多给孩子一些表扬，给孩子一些信心；第三，
要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
本就没有完美无缺的脸，就算长得普通，也是
没人可以取代的。容貌焦虑是自己给自己
的，当孩子能够意识到美不是单一的，美不止
在于容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美时，那他
们就能够摆脱容貌焦虑，做最美的自己。

““腹有诗书气自华腹有诗书气自华””值得追求值得追求

高莉认为，与其花时间去纠结容貌问
题，不如调整自己对美的认知，内外兼修，
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更值得追求。她引
用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话：“太在意别人的视
线和评价，才会不断寻求别人的认可。对
认可的追求，才扼杀了自由。由于不想被
任 何 人 讨 厌 ，才 选 择 了 不 自 由 的 生 活 方
式。换言之，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高
莉建议可以读一读世界著名小说《简·爱》。

“小说里女主人公简·爱是个其貌不扬的女
子，容貌平平，出身平庸。她在罗彻斯特家
当家教，与男主人公产生了爱情。与出身贵
族、财富不菲的罗彻斯特比起来，他们在一
起显然门不当户不对，然而，面对这些差异，
简·爱一直都是不卑不亢。正是这份自信，
才让她的身上仿佛笼罩着光芒，熠熠生辉，
光彩夺目，深深吸引了男主人公罗彻斯特。”

“自律的作息、健康的生活方式、得体的
衣着妆容都能帮助大学生变得更好。”家住
市区的王同学认为自己长相一般，但从不
因为容貌的问题焦虑。她告诉记者，身边
的确有不少同学，每天会花很长时间进行
化妆、锻炼、减肥等等。“人的魅力最终来
源并不是美貌。‘腹有诗书气自华’才应该
是学生更为重要的追求。因为有幸福感的
人并不一定是美丽的人，而是心灵丰富的
人。”王同学说。

青少年如何避免容貌焦虑？
▱本报记者 苏水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