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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教培乱象，北京一直敢
为人先、走在前列。从某种意义
上说，北京就此所采取的种种举
措，在全国范围内都有风向标意
义。长久以来，形形色色的校外
培训机构，一步步坐大成为庞大
的利益集团，其对全社会教育焦
虑的煽动，对学生家长们的裹挟
与捆绑，已然到了无以复加之地
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革旧
图新只有齐抓共管。规范校外教
培，教育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
门责任最重、义不容辞。“顶格处
罚四家知名培训机构”，正是为
了亮明态度、重申规矩。

细读这份通报，我们发现，
被罚的四家教培机构，其违法事
项都是一样的：“利用虚假的或
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
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
交易”。再具体点说，就是“以划
线价等形式虚构原价，再假装打
折误导消费者”……毋庸讳言，
此类操作在线上交易平台广泛
存在，并非“教培产品”所独有
的。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培训
课程”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其是
有自身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
决定了其价格虚构把戏更加危
险，更加不可容忍。

首先要明确，教培机构所采
取的是典型的“渗透式定价”策
略，为了吸引更多学员，针对新
客户往往抛出低价，“请君入瓮”
之后再高价收割；除此以外，也
要看到，教培机构赚钱的核心原
理就是千方百计维持较高的“续
课率”，要的就是“入坑后就出不
来”。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培训
课程”不同于普通商品，其“虚构
原价”“价格误导”行为所造成的
伤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后续
一连串“收割”的开始——很多
家长，原想着花几十元、几百元
让孩子去听听试试，不知不觉
越陷越深，几万、几十万就砸进
去了。

以 虚 构 原 价 、误 导 性 的 标
价，给新客户出“初次报价”，这
是极不公平、贻害无穷的，甚至
可以说就是挖坑做局、引人上

“贼船”。以此为开端，拥有极高
客户粘性的教培机构，给家长
们所带来的整体“经济负担”是
巨大的。有鉴于此，市场监管部
门主动作为、积极亮剑，严查重
罚教培机构的价格违法行为，
这无疑是极有必要的。置于义
务教育阶段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以及校外培训负担这一“双减”
的 背 景 下 ，规 范 定 价 、严 查 欺
诈 ，也 是 一 种 至 关 重 要 的“ 减
负”。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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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家长改作业
让常识重归现实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
业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要严格控制书面作业
总量，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
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不超过
90分钟。同时，《通知》明确提出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严
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让
作业回归到学校育人环节中来。 （本报今日A03版）

家长该不该批改作业？老师把家庭作业的批改权分散给
家长们到底合适不合适？这几乎是不用讨论的话题。因为从
古至今，批改作业是教师职责所在。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
的通知》，里面这些规定，都是对常识的重申。但对此，不少人
的看法并不乐观，直言其很难照进现实，因为现实的掣肘太
多。更何况，在不输在起跑线的教育语境下，很多家长根本不
敢放心，就算教育部有这样的规定，很多学校与家长组建的

“共生圈”，也会将这样的规定化解于无形，所谓“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便是此理。

这样的说法与分析，没有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审视，肯
定会有一些学校、家长组成的“联盟”，可能消解制度的善意。
但是，这并非我们唱衰这一规定的理由，也不是我们否认这
一制度的善意的理由。很多的顽疾、观念、思想，一时之间的
确是很难改正、纠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动于
衷，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无所作为。从这来说，我们应该要肯
定《通知》的善意与价值，这至少是一种积极的引导与督促。
在这般事情上，有行动总比没有行动好，这同样是一种常识。

一纸《通知》的出炉，不一定能将“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
业”彻底地推进现实，但只要这样的努力越来越多、这样的制
度规定越来越完善，就有可能改变社会上的教育观念、理念，
最终形成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氛围。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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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惩戒对象
在爱的土壤中蜕变！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3月1日正式实施。日前，
教育部关于《规则（试行）》中“刻意孤立”如何界定的答复引
发热议。教育部在答复中明确：《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第十二条规定的“刻意孤立”，首先主观上是故意而且针
对特定学生，具有相对性、持续性，非因疏忽而没有关注到学
生的需求；行为表现上，可以是对学生正常需求故意不予回
应、指使其他学生孤立特定学生或者物理上隔离（比如单独
坐在最后一排）等；后果上，导致学生得不到老师的关注和正
常的同伴关系，产生心理上的压力。

可能许多人印象中，让犯错的人坐“冷板凳”是最正常不
过的事情，更何况有惩戒规则的支持。所以，不仅老师有将相
关学生安排在最后一排的例子——比正常“最后一排”还靠
后，形成“空间孤岛”，且安排上以后就可能“一坐到底”，即带
有“持续性”，而且有些家长也会让自家孩子离那些学生“远
一点”，担心“近墨者黑”。“刻意孤立”在校内校外客观存在。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犯错学生得到惩戒是应
当的，但是，惩戒不是为惩戒而惩戒，惩戒的初心是“治病”，
是让他们华丽变身，和其余同学一样遵纪守规。而不是将他
们孤立，将他们一把推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教师怎
样，学生就怎样，若教师将犯错学生“孤立”，对其冷漠、歧视，
其余学生也可能对其无视或者排斥。那样，就可能让学生变
得孤僻、偏激、叛逆，从而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

惩戒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它有“惩”的表象，更有“救”的
属性。所以，惩戒要在规定框架内进行，切忌用力过猛——如
长时间罚站、长时间“隔离”，或者对学生冷嘲热讽等。惩戒之
后，教师一定要适时“观其行，察其心”，对其转变要积极给予
肯定与回应。并且，要尽可能挖掘同学资源，鼓励优秀学生多
与惩戒对象相接触，一起参与活动，一起探讨学习，实现“近朱
者赤”。

总之，只有带着温度与希望的惩戒，才能让学生感受到
尊重与关爱，感受到包容与接纳，只有在爱的土壤中，学生才
能获得足够的“养料”，从而完成美丽蜕变！ 冯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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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被顶格罚款
是至关重要的“减负”

“学而思网校官方旗舰店”销售的多款培训课程打出“价格￥799.00，促
销价￥20.00”的促销活动，但价格￥799.00在促销活动前未实际成交过。因
价格违法、虚假宣传等行为，跟谁学、学而思、新东方在线、高思四家校外教
育培训机构，被顶格罚款50万元。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针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组织专项检查，依法查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价格违
法、虚假宣传等行为。 （4月25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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