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二

2023年9月19日

编辑/温远灏

美编/高岳

校对/刘梦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刘姣姣

  700元一节的感统训练课程，为了防止3岁的孩

子左顾右盼，培训老师给指令时扳住其肩膀，要求

必须眼睛对视；上了4节课程后，只要站在教室门

前，孩子就会大哭甚至嘶吼……这是浙江杭州的

林月（化名）一家的感统训练经历，最终只得选择

退课。

  一年后，当初那个被培训老师判定为“感统失

调”，并断定“如果不立即上训练课程，以后连10分

钟都坐不住，好好上学更是不可能”的孩子，慢慢

也坐得住了，“一拼积木一小时不挪窝，上画画课

90分钟也很专注”。

  林月家的遭遇并非个案。

  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关注孩子的感觉统合

能力，感统训练行业随之兴起。很多儿童培训机

构、早教机构也都推出了针对性的改善课程，孩子

因粗心、专注力不足等都被培训机构打上了“感统

失调”的标签，一些家长为此不惜花费数万元甚至

更多费用让孩子去上训练课。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未成年

人感统训练行业存在诸多乱象：一方面，一些儿童

培训机构、早教机构打着感统失调的旗号给家长

制造焦虑；另一方面，感统训练质量良莠不齐，定

价随意、收费较高。此外，感统训练行业的入行门

槛低，所谓的感统训练师存在服务不专业、缺乏从

业资质等情况。

大肆渲染感统失调

实为兜售训练课程

  “视觉失调、听觉失调、触觉失调、前庭觉失

调、本体觉失调，快来看看这五类是不是有你家孩

子？感统失调要警惕，莫错过最佳治疗期！”记者在

网上以“感统训练”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类似宣传

随处可见。

  据了解，感统即感觉统合，指的是将人体器

官各部分感觉信息组织起来，经大脑统合作用，

完成对身体外的知觉作出反应。感统失调是感觉

统合失调的简称，即大脑功能失调的一种情况，

也称为学习能力障碍，多发于成长过程中的婴幼

儿身上。

  记者加入了多个与感统训练相关的交流群，

通过连日观察发现，这些感统训练交流群大多是

儿童培训机构或感统训练师建立，目的为宣传其

感统训练课程。

  在一个200多人的“感统训练学习交流群”中，

群主“感统训练魏老师”每天都会发布自己录制的

居家感统训练视频，同时也会解答家长疑惑。

  “幼儿园5岁的孩子，上课发呆走神，读题漏字

或加字，可以练吗？”群友小吉妈妈问道。群主魏老

师随即回复：“可以练习，要尽早干预。”

  见小吉妈妈未回复，魏老师又开始“科普”：“0

岁至3岁是感统干预的黄金期，3岁至6岁是改善

期，6岁至12岁是巩固期。希望家长们多关注孩子

的情况，早发现早治疗，不要错过治疗关键期！”

  记者注意到，在群里，家长描述孩子的情况各

异，有些描述的也比较笼统，但这些所谓的感统训

练师群主，皆会将原因归结为孩子存在感统失调

问题，劝家长尽早对孩子进行感统训练。

  林月说，当初她就是因为孩子早教课坐不住，

满场乱跑，再加上早教课顾问说孩子感统有问题、

推荐上所在机构的感统训练课，才开启感统训练

之路。

  为此，林月一口气交费两万多元，“一节课平

均200多元，刚开始上大课，课堂项目有抛接皮球、

滚瑜伽球、走平衡木、吊在秋千上转圈等”。

  但是，孩子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 在培训

老师给指令时左顾右盼，排队等待时又开始乱跑。

上了3次课后，培训老师再次找到林月，称“孩子情

况非常严重，建议上一对一课程，价格也是飙升，

算下来一节课要700元”。

  记者注意

到，除了兜售线下

感统训练课程外，

还有一些群主、博主

在叫卖线上课程：“不

需要数万元的线下训练

费，只需要3天就能搞懂感

统失调，在家也能帮助孩子

找到终极训练秘诀！”还有博

主称，家长可以选择学习课程、

居家训练，即家长通过培训成为

家庭感统训练指导师，再购买一些

教具在家给孩子做训练，此类培训费

用就会大大下降。

课程漫长收费昂贵

耗费精力未见效果

  记者咨询多家相关培训机构发现，感统训练

课程往往耗时长、费用昂贵，给家庭造成不小的负

担。感统训练包括触觉训练、前庭平衡训练、运动

感觉训练等5个项目，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选择

某种训练方式，采取一系列小游戏的形式，对孩子

进行感统失调干预。

  根据授课形式不同、教学地点不同、教学内容

不同等，收费差异较大。如线下收费高于线上收

费，一对一感统训练和一对多有不同的收费标准；

一线城市的收费普遍高于二、三线城市；容纳儿童

各项能力的全纳训练比单项训练的收费高不少。

综合来看，感统训练的费用大多在每小时100元至

400元之间。

  记者以家长身份走访、咨询时，北京一家儿童

培训机构的王老师介绍说：其机构有一套完整的

测试评分标准，来确定孩子是否存在感统失调，以

及失调程度。失调程度分重度、中度、轻度。根据程

度不同安排针对性训练，时间在1至3年，费用在1

万元至8万元不等。

  王老师说，轻度失调的训练频率在一周两次

左右，一年的费用在1万元至2万元之间，训练时

长1年左右即可。中度失调则需要评估孩子的具

体情况确定训练方案，训练频率大多是一周2次

至4次，综合各项差异，一年的费用在3万元至5万

元之间。重度失调则需要先用3个月至6个月调整

为中度失调状况，再花费1年左右时间从中度失

调训练到轻度失调，接着从轻度失调训练到正常

状态。

  记者随机采访了15个参加过感统训练的家

庭，上课花费都超万元，折合下来最便宜的单课

费用为150元，最贵的要七八百元。在这15个家庭

中，大多因为孩子有不同程度的注意力不集中、

不听指令，有的只是胆小怕生，便被培训机构贴

上了“感统失调”的标签，推荐上了相关训练

课程。

  但受访者普遍反映：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和费

用，没见什么效果，简直就是交了“智商税”。

  北京男孩小亚在4岁时因幼儿园老师说可能

存在感统失调，被家长带到了某感统训练机构。

“往多了报，囤得越多，客单价越低。培训老师说，

一节课300多元，一周最少4节，随着年龄增大每周

要6节。”就这样，小亚妈妈曾一次性支付了100节

课将近4万元，近两年训练费用支出累计达11

万元。

  “刚开始半年有效果，于是坚持了将近两年，

总希望有所突破。但是要上小学了，发现孩子的有

些行为越来越差。最后去医院进行多方诊断，发现

是慢性食物过敏导致的发育迟缓。”小亚妈妈回忆

道，在停掉了感统训练课程之后，小亚经过专业医

院治疗以及有效的户外亲子活动等，所谓的感统

失调症状都消失了。

简单学习轻松拿证

短暂培训就能上岗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感统训练行业之所以

存在各种乱象，与整个行业缺少规范、缺少专业人

才息息相关。 

  据调查，市场上做感统训练的教师大多冠以

国家感统咨询师、家庭感统训练师的名号。但记

者采访了解到，感统训练师和感统咨询师没有所

谓的国家认可或国家颁布的证书，不是技能等级

证书，也不是从业证书或资格证书。所谓的感统

训练师证书，只能证明学习过感统训练的相关课

程，且有很多单位和机构都可以颁布感统训练

证书。

  记者以报考感统训练师的身份在考证中介

处了解到，考取感统训练师证书，只需要满足18

岁以上即可，不限制专业，只要高中毕业就能报

考。报考流程即交费、网上学习课程、参加考试、

合格即获得证书。并且多数考证中介承诺，证书

获得行业认可、全国通用，一次考过、无需年审、

终身有效。

  当记者提及没有时间学习时，有培训中介回

复说：“没有时间参加学习也没关系，机构会提前

发考试题和答案进行练习，保证能够拿证。”

  通过对不同证书培训机构的调查发现，感统

训练师考证的收费在1000元左右，线上报名、线上

考试，通过考试后10天左右即可下证。

  此外，记者在考证市场上还发现，有中介甚至

打着“替考”的口号“出售”感统训练师证书。

  “现在市面上的感统老师证书都是‘直出’的，

没有必须自己考的。”一名考证中介如是说，所谓

的“直出”，便是替考。

  当记者问及替考是否会被发现时，该中介回复

说，不会被发现，虽然考试需要核对身份证，但是不

进行人脸识别。

  据进一步调查，这种“直出”的感统训练师证

书收费在600元左右。

  此外，记者在社交平台上以“感统训练机构加

盟”为关键词搜索，收到数百条加盟信息。

  根据公开信息，想要加盟一家感统训练机

构，需要的投资费用30万元起步，总部提供远程

协助选址、行业背景分析、统一装修、短期培训、

技术操作培训、标准化运营、促销活动策划等加

盟扶持。通过加盟申请、签订合同、店面选址、店

铺装修、人员培训、开业准备等流程，新店铺即可

开店运营。

  记者以加盟商的身份咨询广东某感统训练品

牌，当询问加盟该训练馆需要何种资质时，对方

说，不需要什么资质，只要正常办理营业执照

即可。

  当询问在招聘员工时，是否要求对方拥有感

统训练师证书时，该品牌方称：“总部会提供人员

培训，也可以提供相关自学课程，不需要将训练

师证书作为招聘门槛。店铺进入常规运营后，也

可以自行培训员工，不需要刻意要求感统训练

师证书。”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去一些培训机构应聘

感统训练师，并不需要什么门槛，“只要热爱教育

事业就行”。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对多家感统训练

机构进行咨询，不同机构对应聘者的要求略有差

异，但大多数机构都不限制应聘者的专业，也不需

要感统训练师相关的证书。

  对于没有任何感统训练专业基础的员工，有

培训机构称，由他们提供培训，然后上岗，培训时

间在3至7天。

亟须规范行业发展

建立标准管理机制

  近些年，有关儿童感统失调、感统训练的关注

度与日俱增，感统训练行业也水涨船高、乱象频

出。针对感统训练行业的种种问题，业内人士认为

应对症下药、及时解决问题。

  “每个孩子都是有个体差异的，发育是有先

后的，家长们如果接受不了自己孩子某一方面

的‘慢一点’，感统失调就是个完美的‘筐’，一些

机构就可以挣钱了。”北京妈妈刘雅丽（化名）

说，她曾因为孩子胆小怕生，在培训机构的忽悠

下让孩子参加了感统训练，共计花费两万多元，

最终经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她孩子只是“比较谨

慎而已”。

  在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从事儿童心理卫生综

合发展研究的刘医生告诉记者，儿童本身就处在

快速的动态发育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个体发育

差异也十分合理，并非真的感统失调。家长对此需

科学看待，保持理性。孩子是不是存在感统失调，

培训机构、早教机构无法作出专业诊断，应当由专

业医疗机构进行诊断。

  在北京从事自闭症儿童相应心理治疗的心理

治疗师陈静告诉记者，目前能够在感觉统合干预

过程中尊重孩子的反应，按照个体特征，进行有目

的有意义的游戏活动、考虑其适应性反应等方面

因素的治疗师少之又少。

  “正规专业的感统测评和训练都非常重要。”

在辽宁沈阳从事感统训练行业多年的某感统机构

园长王小榕坦言，“感统失调是个‘筐’，什么都能

往里装”的行业问题，的确是由于部分从业者的不

负责造成的。

  “曾经有个家庭因为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语

言发育迟缓等问题找到我，后经了解确实属于感

统失调。但在此之前，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王

小榕说，比如去相关机构测评，结果说是自闭症；

去儿童体适能中心，被说成是因为缺乏运动，扁

平足造成发育迟缓，应该做相应的体能训练；带

孩子去做小儿推拿，又被说是因为脾胃不和造成

发育落后。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要提高相关特殊

需要儿童的教育康复质量，必须加强对从业人

员的培养，从理论、评估、到治疗实操，全面提升

从业人员的技术和能力。同时，相关部门应出台

能够规范感觉统合治疗的标准化管理机制，在

从业人员的资质、上岗培训内容、上岗资格考

核、在岗继续教育等方面出台严格有效的管理

标准和模式。

  同时，业内人士提醒家长们，对于两三岁的

孩子来说，其注意力可能就在10分钟左右，等到

了小学的时候，专注力才可能会达到30分钟。如

果家长们发现一些苗头，比如孩子协调性不好、

读书写字时出现跳字漏字的情况，可以到正规医

院就诊，不要轻信一些早教机构、培训机构所谓

的感统失调的说法，无故增加自身的焦虑，花费

冤枉钱。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郑蒙永 周寅

  前不久，随着浙江宁波鄞州海港城

中影国际影城最后一场反诈包场电影

《孤注一掷》落幕，宁波市鄞州公安分局

开展的“看反诈电影，学防范知识”系列

主题活动告一段落。

  这次活动让观众直呼过瘾：1380张

免费电影票，让市民在观看网红电影的

同时，增强了反诈意识。

  与此同时，鄞州公安分局与UP主

“燃茶哥哥”联手创作的深入剖析缅北电

信网络诈骗的短视频，刷屏宁波乃至全

国网民的朋友圈。视频上线一周，播放量

冲破2亿，带来一次现象级反诈传播。

  近年来，宁波不少走红的反诈创新

举措，大多出自鄞州公安分局之手，其背

后有何流量密码？

带头领跑反诈创新多

  “不会还有人相信刷单能赚钱吧？

嗯，还有人……”“华严社区的李女士想

发大财，结果被骗20多万元……谨防‘杀

猪盘’啊！”2021年4月，鄞州百丈派出所

的“不喊口号，敢说真话”的反诈横幅被

央媒微博点赞转发。

  网友们纷纷留言，称其“有趣又有灵

魂”“容易上头”。一朝爆红后，个性化横

幅成为全市反诈标配，令观者在莞尔一

笑的同时进一步警醒自我。

  吃到这波反诈宣传“红利”后，鄞州

公安意识到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传

统的反诈宣教模式存在一定短板。而接

地气的创新举措，是拉近与市民之间距

离、开展有效宣教的重要前提。从那时

起，寓教于“吃”系列反诈宣防活动出炉，

且持续至今。

  去年6月，鄞州公安推出“反诈神兽

冰麒麟”（冰淇淋谐音），并连续3天现场

指导市民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之后

有热心企业找上门，希望能为反诈工作

贡献一份力量；同年8月，全省首家反诈

主题餐厅开张。

  反诈活动既有“暖胃”的，也有“暖

心”的。

  今年2月5日，宁波首个与宋韵文化

相结合的超大型全警种平安宣传活动在

鄞州万达广场举行。这是鄞州公安为广

大市民送上的一份充满新意与心意的

“中式感动”：灯谜、投壶、套圈、糖画、汤

圆、和果子、带刀侍卫、宋韵佳人……别

具匠心的传统互动游戏，植入反诈等元

素，“国风”意境满满，守护平安的心意也

满满。

  此外，“反诈元宇宙地铁站”“无诈工厂”“反诈鲜花电梯”“守护新城

大平安”“反诈夜市”“小小警官”……一系列有创意且接地气的活动，深

受广大市民欢迎，也为宁波构建全民反诈大格局添上精彩的一笔。

直击痛点创新有秘诀

  这么多“叫好又叫座”的反诈创新举措，为何频现鄞州？

  鄞州公安反诈专班负责人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这是因为现实逼

得他们不得不求变。

  近年来，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违法犯罪形势严峻，并且打

击此类案件难度也极大。正如电影《孤注一掷》中所描绘的一个细节：诈

骗集团一个电话就能在10分钟之内把800万元资金转移提现。

  宁波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22年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分

析报告》显示，去年案件受理数、损失数虽然同比分别下降13.8%、24.3%，

但刷单、冒充客服诈骗数仍居高不下，且近年来首次出现男性受害人多

于女性的情况。此外，涉及银行卡、电话卡的问题依然严峻，去年有7家

银行网点因此被黄牌警告并挂牌整治。

  今年，随着疫情防控举措优化调整，久违的“烟火气”在回归，对形

势极为敏感的诈骗分子同样开始“加班加点”。根据从各区（县、市）收集

到的信息看，今年以来宁波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及群众财产损失

情况反弹明显，对此需要投入更多力量进行打击治理。

  鄞州反诈形势异常严峻。去年，鄞州以2734.8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

在全省各区（县、市）中首次登顶，同时也受到了诈骗分子的“重点关

注”。这从几组数据中可见一斑：去年，鄞州公安为了阻止群众受骗走访

了25万人次，他们都是被骗子忽悠即将转钱的人。

  今年，鄞州高发类案件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刷单变种类、冒充客服

类、虚假投资类。这三类诈骗案损失触目惊心。

  正因如此，目前“防范为主，打击跟进”是降低案件发生的有效策

略。开展反诈宣教，让群众能真的学进去，已成为基层民警日常工作

重点。

  “虽然反诈形势严峻，但不少市民还是觉得‘诈骗’不会落到自己身

上，这使得我们传统反诈模式变得被动。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反诈方式，使我们的警务工作更加贴近群众。”鄞州公安

相关负责人说，在被骗人群中，年轻人占比最高。这也是鄞州公安持之

以恒创新反诈举措的根本原因之一 ——— 要抓住年轻人的心，就要先对

他们的“胃口”。

越接地气越增免疫力

  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在反诈民警辅警的努力下，鄞

州公安的反诈工作初见成效。

  今年以来，鄞州公安共抓获涉诈违法犯罪嫌疑人458名，打掉洗钱

等涉诈团伙28个；成功劝阻案件551起，劝阻金额3126万元；冻结银行卡

6776张，止付金额超9亿元；查获银行卡、电话卡线索845条，惩戒193人；

开展各类反诈宣传200余次。

  反诈举措越来越接地气，群众的“免疫力”开始增强。

  今年2月，一名男子在鄞州公安分局门口徘徊，想要咨询一笔贷款

问题。他是一名跑货运的海员，当天收到了一条推送的贷款广告，正好

近期买了房，觉得压力不小，就点击链接并添加了“业务人员”进行咨

询。对方一系列“指示”，令他吃不准，感觉和自己以前听反诈人员说的

那些“套路”有点像。想到民警说过有困难可以找他们，于是他找到公安

机关求助，后经民警分析，发现他遭遇的就是一起贷款诈骗。男子的谨

慎，令其免受损失。

  也正因这些用心用情用力的反诈宣防举措的支撑，使得鄞州区成

为自2021年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下降的区域：2021年下降22%，

2022年下降10%。截至目前，2023年的数据显示，发案数下降2%。

  越来越多反诈志愿者、反诈先锋的涌现，也让群众避免受害。今年6

月，鄞州公安分局百丈派出所民警来到宁波市四眼碶小学，为五年级学

生沈浩楠送上证书和反诈小熊，表彰他用平时学到的反诈知识，及时劝

阻了正在为骗子转钱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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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数万元，感统训练是“智商税”吗？
儿童感统训练市场乱象调查

  ● 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关注

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感统训练行业

随之兴起。很多孩子因粗心、专注力

不足等都被打上了“感统失调”的标签

  ● 网上的感统训练交流群大

多是感统训练师建立，只要家长在

群里表明孩子的情况，感统训练师

皆会将原因归结为孩子存在感统失

调问题，劝家长尽早对孩子进行感

统训练

  ● 未成年人感统训练行业存在

诸多乱象：一方面，一些儿童培训机

构、早教机构打着感统失调的旗帜给

家长制造焦虑；另一方面，感统训练

质量良莠不齐，定价随意、收费较高

  ● 要提高相关特殊需要儿童

的教育康复质量，必须加强对从业

人员的培养，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

技术和能力。同时，相关部门应出台

能够规范感觉统合治疗的标准化管

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