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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学期刚开学，民办上师初
级中学特级校长张正之颇为烦
恼：怎么骗子灭不完？怎么还有那
么多家长会上那些校外野鸡培训
班的当？原来，早在寒假之前，上
师初中就被培训机构盯上了，所
开设的“小五班”纯粹是冒牌货，
与学校没任何关系，但已有众多
家长将大把的钞票送到了“李鬼”
的手里，直至现在仍有家长在不
断打听真假。
该校家委会向记者反映了一

件怪事。这个家委会两年前建了
个微信群，共有 !"""多名家长，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孩子尚在小
学就读且对上师初中十分向往的
家长。就在放寒假前夕，有家长反
映，有人在群里推销“上师初中小
五班寒假课程”，上课地点在浦东
一家写字楼里，招生广告上写得
很明确：“本次 !"#$年寒假密训
营为考前强化和冲刺型，主要针
对品学兼优且有意报考上师初中
的本市在读小学五年级学生。”上
课的内容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
有关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知识
的综合培训，共两大节课；第二类
是面试技巧培训，也是两节大课，而且，广告上还
特意说明，任教的均为“特邀名师”。在家长群里发
小广告的人，还“兼职”收简历，“开始实行实名登
记”“请大家准备好，并将电子版简历发到 %%邮
箱”。更具诱惑的是，发帖的人还声称“会有上师初
中校长给学生做讲座”。
“经过我们家委会向学校核实，这完全是一则

虚假信息，是有人冒用上师初中的名义违规开设
小五班。我们已经将发帖人踢出家长群了。”上师
初中家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已在群里多次
提醒家长们不要轻信广告内容，但仍有家长递交
了孩子简历，并缴了学费。“按他们的办班设想，是
想要招到近 !&&&人，其中，每期培训班共招收 $&

多人，每人 '(&&元学费，这样，办一期培训班就可
以收入近 '&万元。”这名负责人说。
据一些已经报了名的家长透露，这个“小五

班”主办方还信誓旦旦地给报了名的家长多次发
信初步评估了小朋友的情况，是为了更有针对性
地提供不同层次的寒假班和春季班的学习计划。
早就被教育行政部门勒令叫停的“小五班”，

为何仍能堂而皇之地忽悠家长呢？赵先生是闵行
区某实验小学四年级孩子的家长，他说这种事在不
少机构里都是公开的秘密。上周末，记者随他一同
以报名者身份走访了几家机构。在西区的某机构，
家长故意询问是否有名牌初中的升学辅导班，对方
一口承诺“会负责推荐的”。赵先生说，几乎每个机
构都会说他们与名校“有合作关系”，可以走“内部
渠道获得一定比例的升学名额”，弄得家长信也不
是不信也不是，有的家长干脆就宁可信其有了。
据悉，上师初中已向教育行政部门反映了情

况。经区教育局和工商部门核实，在已经注册的任
何培训机构的名录里，根本查不到这个“小五班”
主办方。“我们学校办出了声誉，并按市教委的统
一部署和要求招生，但仍有家长偏信野鸡培训班
的忽悠，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张校长很是无奈。

首席记者 王蔚

向校外培训违规办学说“不”

! ! ! !近年来，上海教育行政部门加大了对
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从 !&#)年 !月起，
上海市教委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的集中整治
工作在全市各区全面启动。教育培训机构
大致有 *种办学情况，即有证有照、无证有
照、无证无照以及随意设置各种教学点。
!"+)年 )月，本市教育、工商等部门公布的
一组数据显示，经过排摸发现，上海近 )"""

家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中，“有证有照”的约
占四分之一，“无证无照”的有 +'""余家。
其中，("!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学科
类和学科延伸类培训的机构被逐步关停，
对“加重未成年人课业负担”和“存在办学
场所消防安全”的无证无照非法办学和乱
设点的单位和个人，教育、工商、人社、民政
等部门则按各自职责进行集中整治和查处
取缔。今年 +月，市教委、市工商局、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联合公布的《上
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上海市营利
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上海市非营利
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则针对中小学
学科竞赛出台了史上最严规定———今后，
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及未取得办学许可证

的其他社会机构，均不得面向社会举办以
小学生为参赛对象的语文、数学、外语等与
升学或考试相关的学科及其延伸类竞赛活
动或等级测试等变相竞赛活动。

然而，在“雷声大、雨点也大”的政策
监管态势下，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仍“我行
我素”，问题又出在哪里呢？中国民办教育
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博
说，一些面向中小学生举办非学历文化教
育类培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
训，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出现
了“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
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的
不良行为，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
序，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同时增加了家
庭经济压力，造成了学习机会新的不公
平，已影响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
谐稳定，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年我国
现有中小学生 +-$ 亿，中小学课外辅导学
生超过 #-')亿人次，市场规模超过 $&&&

亿。王文博说，随着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
大量涌现，鱼龙混杂、恶性竞争的局面也
随之而来，甚至出现举办者卷款跑路的现

象，多头审批、监管难等问题也是一直以
来困扰校外教育培训规范健康发展的难
题。此次制订的专项治理方案，明确了治
理步骤、细化了工作分工、压实了部门责
任，强化了规范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为
构建科学管理、规范管理的行业秩序提供
了制度保障。

!#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
为，无证无照机构的存在正是政府监管的
重点所在。新制定的管理办法，明确建立
综合监管机制，要求健全市、区、街镇三
级联动的综合监管机制，完善市、区教育
培训市场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教育培
训市场的联合执法部门及组织方式，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加大对违法违规办学行为
的查处力度。明确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加强行业管理，会同
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
职能部门和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形
成巡查发现、归口受理和分派协调、违法
查处等各环节分工牵头负责、共同履职的
机制。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王蔚

! ! ! !近年来，一些面向中小学生举办的非学
历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
的培训，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
律，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
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社会
反响强烈。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联合开展
专项治理行动。

昨天，教育部官网发出教育部办公厅等

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提出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校外培训机构
要立即停办整改。对未取得办学许可证、也
未取得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但具备办理证照条
件的校外培训机构，要指导其依法依规办理
相关证照；对不符合办理证照条件的，要依
法依规责令其停止办学并妥善处置。对虽领
取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但尚未取得办学许可
证的校外培训机构，具备办证条件的，要指

导其办证；对不具备办证条件的，要责令其
在经营（业务）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再举办
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
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
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
不良行为。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
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
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
布。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
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
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并依法
追究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人员责任。

坚持依法从严治教，坚决查处一些中小学校
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
严厉追究校长和有关教师的责任；坚决查处
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
讲，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
训等行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
至取消教师资格。

此次专项治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全面部署和排查摸底，要于 !&#$年 ,月
底前完成；第二阶段，集中整改，要于 !&#$年
底前完成；第三阶段，专项督促和检查，要于
!&#.年 ,月底前完成。

!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要闻4
责任编辑/王文佳 视觉设计/邵晓艳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谁来给跟风补课踩刹车？

在学校上了一天的
课，华灯初上，一个个疲惫
的小身影又出现在培训机
构；大人有双休日，可是，
孩子们本该属于草地和阳
光的双休日，却被形形色
色的补习班占满。孩子费
神，家长烧钱，长期以来，
课外补习这口基础教育
“毒鸡血”让家长和学生叫
苦不迭，却又因为“别人都
在补”的心态作祟，而无法
割舍。

! ! ! !去年 .月，于女士也成了一名小一家
长。从孩子上幼儿园大班起，她就在幼升小
家长群里潜水。她想着，自家娃上的是对口
公办小学，或许焦虑感不强。然而，她很快发
现，高估了自己对“鸡血”的免疫能力。
孩子上小学不久，于女士感叹，当老师的

表扬名单里找不到自家娃名字，别人家爸爸妈
妈一次次晒出孩子的好表现，她就没法淡定
了。先报一个书法班，练练字，也练练心；英语

线下课不能听，眼下时兴的和外教一对一在线
课程小朋友们都在上，那也加一个。于女士下
班较晚，于是给负责接送孩子的阿姨下达了任
务———每天放学后，从口算练习里抽一张出
来，叮嘱孩子做掉，双休日再去网校上一节数
学课。孩子喜欢的机器人和绘画不舍得砍，于
是，一家人忙碌的小学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比起身边“牛娃”，于女士觉得自己还
算“心慈手软”了。在她身边，一周三次学科

补习，舞蹈、钢琴一样不落的全能娃不在少
数。孩子时间排不过来，一对一家教上门
教；嫌机构师资不能保证，家长群自发组团
请名师上小课，费用自然也更高；要准备出
国的，音乐体育培训干脆直接找外教，一举
两得……听得越多，她越觉得身边“过来
人”的忠告有点道理———“现在的孩子先天
条件都差不多，谁能跑得快，就看家长努力
不努力了，你不能拖孩子后腿啊！”

! !别人都在补我也补" 怎敢拖后腿$ "

! 上海一年前已启动集中整治 监管难在哪$ "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手出重拳专项整治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 陪读的家长等候正在培训补

课的孩子们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