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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6日从教育部了解到，针对一些校外培
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影响学校正常
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家庭
经济负担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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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
段的专项治理行动。

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
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现有
中小学生1.8亿，中小学课外辅导学生超过1.37亿
人次，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校外培训机构的迅
猛发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中小学生对学习的
补充性需求，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等问题也随之

出现。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专项治理

行动将重点治理无资质和有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
把确保学生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治理数学语文等学
科类超纲教超前学等“应试”培训行为，把减轻学生
校外负担放在最突出位置；治理学校和教师中存在
的不良教育教学行为，把强化学校和教师管理提到
更重要位置。

根据四部门要求，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校外
培训机构要立即停办整改，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
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
化应试”等不良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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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追究
有关机构和有关人员责任。

专项治理将分三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
中小学校将全面普查登记每一名学生报班参加学
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为专项治理行动提供底数
参考；第二阶段，各部门协同开展集中整治，全
面纠正不良行为；第三阶段，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牵头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的“白名单”和“黑名
单”。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联合对各省、各省组织
对地市县的工作成效抽查检查，计划于2019年6
月底前完成。

剑指“掐尖”“坑班”
禁令能否收紧疯狂校外培训的“缰绳”？

参加“坑班”以获得好
中学的录取，校外培训机
构竞赛成绩成为升学“敲
门砖”，学校老师引导学生
参加校外培训……针对种
种教育怪象，教育部提出

“十个严禁”底线要求，并
联合民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等部门开展专项
治理行动。严格的禁令能
否让疯狂的校外培训回到
正轨？记者对权威部门和
专家进行了采访。

【现象】王女士为正在上初中的儿子报了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四科课外培训班，每年花费近8
万元。对此，王女士很无奈，因为孩子的同学几乎
都报了课外班，“独善其身”很可能掉队。

在剧场中，前排观众站了起来，后排的其他观
众为了看到演出也只好被迫站起来。“剧场效应”正
是竞相参与校外培训的写照。南昌师范学院教育
评估院院长叶存洪指出，校外培训机构往往以高强
度培训、大量做题、提前教育、全民奥数等模式，培
训学生的“应试”技巧，裹挟家长带着孩子拼命抢
跑，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群体焦虑。对校外培训机
构要依法依规开展专项治理，学校也不得拔高教学
要求、加快教学进度、增加教学难度，缓解家长你追
我赶的焦虑感。

【政策】 四部门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提
出，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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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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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张先生自从女儿进入四年级后，就给
孩子报了多个“坑班”，据称在“坑班”只要能通过考
试就能被名校预录。而李女士虽然知道校外“奥
数”等培训对自己孩子所在学区的小升初帮助不
大，但依然给孩子报了名，因为“中学的分班考试要
考这些内容，不学就会进差班”。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党委副书记陈国

治认为，产生校外培训种种无序和违背规律的各种
乱象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明里暗
里的条件要求的助推，真正切断这一关联，才是釜
底抽薪之策。此外，义务教育应当对公办中小学和
民办中小学招生上同样对待，均不得允许学校进行
招生测试或任何形式的选拔。

【政策】四部门通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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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对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的“十项
严禁”中明确，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
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
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
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
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今年还首
次明确提出，要将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纳入当地
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严格规范招生计划和招生
方式管理，引导其合理确定招生范围，并与公办学
校同步招生。

【现象】有媒体调查发现，个别教师在课堂上
有所保留，将更多精力放在校外培训班，鼓励学生
参与自己开办或任教的补习班。

“中小学校和教师更好地做好学校教育的本
职，也是为校外培训降温的重要支持行动。”陈国治
说，学校及其从业者（教师）与校外培训机构存在性
质上的差异，角色不容混淆。专项治理工作要“使

其（校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者，而不是
教育秩序的干扰者”。

【政策】四部门通知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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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公布专项治理行动举报电话和信箱，并报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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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
来，一些证照不全的预付费教育培训机构一夜间人
去楼空，给家长和学生造成经济损失。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王文博认为，四部门通知的出台，制订了专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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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四部门通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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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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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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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部门专项治理校外“应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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