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星 期 四

"& 、 "! 编 辑 唐 舸 张 勇

1102 观察

| 不缴纳社保，起薪随意涨

成为一名“儿童成长陪伴师”，难吗？记者以应

聘者的身份体验了一下求职过程。

记者在小红书上随机检索相关笔记，与一家名

为“红杉互惠家政”的机构取得了联系，随后，该机

构让记者添加微信表示可以详细沟通求职意向。在

和该机构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过程中，其主动透露

“不缴纳社保，工作地点是家庭，家庭没有营业执照

很正常，也不用纳税，薪资就是纯到手的薪资”。

当问到薪资的具体数额时，该工作人员起先表

示起薪只有     元，而面对记者质疑网上显示的

“高学历可以月入上万”“上不封顶”等词是否为

噱头时，工作人员立马改口，称起薪可以给到

     元左右，直接翻倍。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是在小红书

上发一些谨防上当受骗的笔记来引流，想要挖掘

“儿童成长陪伴师”求职者的甚至比家长都多。

除此之外，“中介抽成”在这个行业里也是屡

见不鲜。记者面试的另一家“菲凡国际家政”详细

介绍了抽成规则：“服务费是第一个月工资的

   ，签了合同，如果没有做满一个月，那就按实际

工作时间占一个月的比例退还服务费。比如工资  

万，交了     元，但只做了半个月，感觉不合适不

来了，那就退     元。一次付费，包  个月工作。”

记者注意到，很多求职者在小红书上也发过类

似笔记，表示        的抽成是普遍情况。此外，

“具有新东方工作经历”也被一些招聘方直接写出

来。此外，记者在面试时发现多家机构要求求职者

提供英文自我介绍视频，一家机构更是直言这行学

历只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是看英语口语以及经验。

针对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上述问题，记者尝试联

系采访小红书，官方客服表示：平台一般情况下都不

允许引流交易，不要随意添加微信，也不要轻信任何

人，求职者遇到可疑用户可以向平台方及时举报。

| 有人像佣人，有人月薪 4万元

“儿童成长陪伴师”虽然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

职业，甚至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但也有不少人已经

提前入局，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网上说工作收入上不封顶太夸张了。”来自上

海的辛辛（化名）是一位月薪  万元的“儿童成长

陪伴师”。在这之前，她曾是一名有着十多年工作经

验的“教培人”。截至目前，她只服务过一个家庭。

辛辛告诉记者，这一行之所以会出现流动性大

的原因，就是“儿童成长陪伴师”的实际价值并没

有匹配到高薪，“你想，一个刚毕业的名校大学生，

教育理念肯定是谈不上的，这些硬性条件固然是好

的，但核心还是能不能带好孩子。”在她看来，这份

职业就像是一团火，要能够影响到一个家庭。“一面

是为了高薪源源不断想加入这个行业的求职者，一

面是渴望寻找到一个优秀‘儿童成长陪伴师’的家

长。但是这两者并没有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我觉得

就是中间环节出现了问题，现在有太多不懂教育的

人在做教育。”

“  后”海归苗苗，不久前才选择加入这个行

业。在她看来，这份工作更像是去做佣人。她坦言，

前期真的是欲哭无泪，但是为了钱还得再咬牙坚持

一把。除了辅导功课之外，苗苗还要负责儿童的起

居工作。

回忆起第一次进入雇主家中，苗苗依然记忆如

新，“她家和样板间一样，雇主叫我在外面把行李箱

拿湿巾擦一遍，然后提着行李箱进门。雇主告诉我

洗完澡不能有水渍在玻璃上；洗完手要把水龙头上

的水珠擦干净；地上不能有一根头发；床单要铺好

没有褶皱，两边必须对称；房间不能有灰尘……”苗

苗直言，自己当时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只能按照

要求尽全力做好。

     和几位合伙人，目前已经在上海成立了

一家专门提供“儿童成长陪伴师”咨询服务的公

司。她透露，目前每个月的成交量可达   单以上，

“我们盈利目前并不多，成本主要在于退单，并不是

外界想象中的做这行很容易赚钱。”

     告诉记者，“儿童成长陪伴师”赚的就

是    的人的钱，因为这些人掌握着    的财富，

所以才能给“儿童成长陪伴师”开出高薪。此外，这

份职业面对的孩子其实也是有年龄限制的，“一般

在  到   岁，太小的需要的是育儿嫂，超过   岁

的则更需要单学科的辅导。”

作为一家专门提供“儿童成长陪伴师”业务的

公司，     向记者透露出他们的招聘标准：首先

就是学历，能接受的就是本科及以上。此外，英语口

语能力也是必须条件，很多求职者雅思成绩都在  

分以上，“我们招聘的软性标准就是发音要好，   

的雇主都希望‘儿童成长陪伴师’发音是准确的，

不然就是读绘本也会带偏孩子。”

此外，     表示，目前许多机构无法给求职

者缴纳社保的原因是，机构并没有直接和求职者签

署劳务合同，而是给求职者和雇主之间搭建一个沟

通的桥梁，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但要求一定是全

职，“据我所知，有些雇主会把‘儿童成长陪伴师’

的社保挂靠到自己的公司，但毕竟是少数。”

| 是否是在打擦边球？

面对这样一份需要长时间和孩子打交道的教

育工作，也有不少网友产生疑问，它是否是在打擦

边球，其实做的是学科教育？“儿童成长陪伴师”和

“家庭教师”又有什么区别？是否就是换了一个名

字而已？

对此，辛辛告诉记者，在她的工作内容里，其实

并不会参与到孩子的作业辅导，她更多想要传授的

是一些教育方法，“我觉得‘儿童成长陪伴师’更多

是从根上去解决教育问题，用正面的语言去影响孩

子。”

     则表示，他们很多雇主的孩子上的并不

是公立学校，要不就是国际学校，要不就是民办双

语学校，“民办双语学校在上海分为两种，一种是走

体制内的，是可以参加高考的；还有的是‘两条腿走

路’———虽然上的是体制内的学校，但是英语有额

外的教材。他们的学生到了初中、高中是可以走国

际路线的，是不受中国教育体制约束的。我们当然

希望可以弱化学科教育在‘儿童成长陪伴师’身上

的作用，提倡的是引导孩子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

惯，包括三观的树立。”

记者查询发现，《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

法》已于     年   月   日起实施，处罚办法中

针对各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行为制定了相应的处

罚措施。依法严厉打击面向中小学生的各类违规学

科培训行为。

而就在今年  月份，教育部就《校外培训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又公开征求了意见。《征求意

见稿》中提到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具有良好的信用状

况以及与实施培训活动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从业人

员、经费、场地和设施、管理制度等条件；校外培训

机构的名称应当载明“培训”字样；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的教学和教研人员，应当取得教师资格等。

在自媒体创业者小一看来，“成长陪伴”这四

个字本身就有点模糊概念。“有些机构就是借着这

个名义在做入户早教。她认为，目前行业上真正好

的成长陪伴师其实是供不应求的，原因在于缺乏一

个明确的准入门槛，导致想做的人越来越多，但做

得好的却并不多，“我觉得真正的成长陪伴应该是

全方位的，而不是学科式的，它是一个对孩子耳濡

目染的过程。”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有些机构

把学科培训老师包装成为“儿童成长陪伴师”，实

际上是在打擦边球，对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进行学

科培训是现在教育部门明确反对的行为，“不能将

家政服务当作学科辅导，更不能代替亲子陪伴。家

政服务的职责、学校老师的职责和家长的职责，这

三者之间不能混淆。”

中国著名出国考试培训专家、教学管理专家黄

卓明表示，“儿童成长陪伴师”虽然是新生事物，但

不能打着‘儿童成长陪伴师’的幌子做学科教育，

这是不能逾越的底线，不过可以承担这个费用的家

庭有限，目前来看影响范围还是可控的。名头不重

要，重要的还是家长对孩子的陪伴。”

眼下，面对“儿童成长陪伴师”这个新兴职业的

迅速发展，辛辛决定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想由从业

者转为培训师。“我一直觉得那些拥有高学历、优秀

英语口语能力的大学生，就像是没有被开发的宝石

一样，我想以过来人身份带他们学习国内外‘儿童

成长陪伴师’的优秀经验，去影响更多的家庭。”

     则表示，她反而不太希望人社部把这个

职业纳入系统，在她看来，这便意味着会有更多专

注薅培训羊毛的外行人来分一杯羹，做相关培训的

人也会增多，导致证书的泛滥，“做教育出身的和做

其他职业出身的，其实家长一眼就能判断出来。这

个行业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针对如何给“儿童成长陪伴师”缴纳社保的问

题，     最近也和合作方探讨，计划尝试将自己

公司的“儿童成长陪伴师”率先改为员工管理制。

这样不仅可以保障求职者的社保等基本权益，更重

要的是，她想要提高对“儿童成长陪伴师”的约束

能力，“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双方的矛盾，之前‘儿童

成长陪伴师’经常离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约束，但

以后就可以通过员工管理方式进行约束。此外我们

也想通过媒体向有需要的家长呼吁，不要把‘儿童

成长陪伴师’当作佣人去使用，而是应该寻找教育

属性偏高的人才，让他们在三观的引导、逻辑思维

的锻炼、情绪性格的培养、好习惯的养成和巩固上

尽可能地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照顾孩子的吃喝拉

撒，甚至要承担部分家庭的事务，这就背离了请他

们的初衷，同时也无法发挥他们真正的价值。”

在      看来，很多人接触这个行业，可能就是

看了小红书上各种自媒体的宣传，认为是一个钱多

事少的小众高薪职业，甚至有不少毕业生把它当作

致富的捷径，“我觉得还是要考虑清楚你来这行的目

的是什么，如果只是想来赚一笔快钱也无可厚非。这

个行业确实能帮助你快速实现财富的积累。但如果

只是想要轻松，那么千万别来，任何一份你看上去不

错的高薪职业，背后一定有你想象不到的辛酸。”

晨报首席记者 牛 强 实习生 姜雨诺

如果有一份工作，月薪 4 万元，甚

至上不封顶。 一天仅需工作 4 小时左

右，不用坐班打卡，也没有 KPI，包吃

包住， 豪车相伴， 偶尔还可以出国旅

游，出入高档场所，乍听上去，你是否

觉得非常诱人？

这便是近来在微博热搜和社交媒

体上被热议的“儿童成长陪伴师”。 它

以新奇、 小众、 高薪等话题被广泛讨

论，主打一个“陪伴”———陪孩子学习、

运动、玩耍，在陪伴中观察孩子的习惯

并引导调整。 但目前人社部尚未对这

个职业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分类。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 不断涌

现出大量的“儿童成长陪伴师”招聘笔

记， 它们或是用岁月静好的工作内容

吸引怀揣着高薪求职梦的求职者，或

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科普这份职业背后

存在的不少坑。 但这听起来神仙一般

的工作真的存在吗？ “儿童成长陪伴

师” 具体工作内容是否真的是钱多事

少？

带着好奇， 记者不仅以求职者的

身份去参加“儿童成长陪伴师”的线上

招聘， 同时也与曾经从事或者目前正

在从事 “儿童成长陪伴师” 的人聊了

聊。他们之中，有毕业于海外名校的大

学生感慨自己像是“佣人”；也有真正

拿到高薪的从业者； 更有不少人从中

嗅到了商机，想要分一杯羹，但发现钱

比想象中难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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