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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调查4

无资质超范围经营 首府校外培训乱象亟待治理

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随处可见

文·摄影/本报记者 王树天

今年2月底，国家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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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称，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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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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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同时增加了家庭经济
负担。为遏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特下发此《通知》。《通知》发出后，立刻引发家长和各教育机构负责人的关注，教育部门
频频接到咨询：校外培训机构要治理哪些，怎么治理？不少家长也对此充满担心。首府的情况如何？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调查一】

一栋楼里有近30家
在赛罕区文化商城一带，有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

古师范大学等大学，有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市第十
八中学、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五中学等中学，有南门外小学、大学路小
学等小学，因此，大量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此扎堆。每逢周末或节假
日，接送孩子的车辆来来往往，经常会将内蒙古大学对面长兴大厦
西侧的前进巷堵得水泄不通，长兴大厦甚至被称为赛罕区的“教育
超市”。

4月2日，记者来到长兴大厦一楼，铺天盖地的校外培训机构的
广告映入眼帘。3楼有小伦敦英语学校、振兴政协补习学校、博成电
脑培训学校；4楼有魔颜美术教育中心；5楼有乐考无忧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锐杰乒乓球培训、内蒙古双击教育咨询有限公司；6楼有博
汇教育、中兴说客英语、向导教育……据不完全统计，长兴大厦10层
楼里有大大小小28家校外培训机构。

记者从楼梯往上走，看到每个台阶上都贴着教育机构的小广告，
“朗培教育：初中、高中全科提分基地”“第五维教育：二中附中等名师团
队，如果没有效果，一分钱都不收”“向导教育：宏志班名师授课”……

记者走访发现，在呼和浩特市，只要学校较多的地方，就有校外
培训机构跑马圈地，大部分机构都把名校名师作为自己宣传的噱
头，向学生和家长宣传在自己机构补课的是某学校的某老师。
《通知》指出：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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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二】

多数没有办学许可证
4月2日，记者以家长的名义来到长兴大厦一家名为乐考无忧的

校外培训机构，咨询学生补课事宜。一位名叫王乐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机构可以做考研辅导、数学建模培训、英语四六级培训、
出国留学、各种小语种培训、中小学教育等多项业务。“高中的话，补
课费220元/小时，可以先试听40分钟，我们机构有自己的老师，也有
从学校请的老师，看学生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你们先来试听吧。”王
乐对记者说。当记者提出要看办学许可证时，王乐表示是有证的，然
后在手机里找到一张办学许可证的照片，是由玉泉区教育部门颁发
的某日语培训学校的办学许可证。她说：“只有照片，证要找校长才
能看到。”至于为什么能拿着玉泉区教育部门颁发的日语培训学校
的办学许可证在赛罕区做小初高补课、出国留学等多项业务？王乐
也回答不上来。

随后，记者走访了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其中大部分未按照规定
公示证件，问及缘由，有的说“刚刚装修，证件还没来得及挂”，有的
说“正在办理”，有的说“证件的事，得问负责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虽然校外培训机构队伍庞大，但真正取得办学资质的不多，大部
分只有工商部门注册的营业执照，而没有办学许可证。据相关知情人
士透露，如果算上小区里租房补课的，赛罕区的校外培训机构有1000
余家，而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只有56家。其余校外培训机构有的在工商
部门注册为教育咨询公司，超范围经营做起了小初高补课；有的在劳
动部门注册为劳动技能培训机构；有的是在人社部门注册；而那些在
小区里租房补课的机构很多没有在任何部门进行过注册。
《通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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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

两小时400元并且还在涨
4月2日，记者来到长兴大厦9楼的易学教育的校外培训机构，称想给在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二的弟弟咨询一下补课事宜。一名男性工作
人员接待了记者，他说易学教育有呼和浩特市各个学校的老师，建议孩子
自己过来，了解了孩子的性格后再给推荐老师。他还强调，易学教育有呼和
浩特市比较著名的老师，补课效果很好。谈到费用，该工作人员拿出了一张
表格，上面有基础价格，每小时为220元，一次缴费超过60个小时有折扣，如
果一次缴费超过600个小时，每小时仅需180元。一位姓杨的同学告诉记者，
他2015年上高一的时候交7万多元购买了400课时，每周上两节，到现在仍
然在使用。

记者随后走访了10余家培训机构，各家机构均推出了多缴费的优惠政
策，鼓励学生一次交上百个小时的费用。正在咨询补课的家长李女士告诉
记者，两小时1课时，现在涨到400多元，太贵了，补课机构的学费每年都在
涨价。

一些学生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给孩子报班也是无奈之举，但
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谁也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观点】

治理应当
疏堵结合

教育部门是如何监管这些
校外培训机构的？赛罕区教育
局民办教育科王科长告诉记
者：“目前，赛罕区范围内持有
赛罕区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
证的校外培训机构仅有56家，
对于这56家机构，民办教育科
的几名工作人员严格进行了日
常检查和年终审核，除了日常
的常规检查外，在年底还会对
机构的财务、管理、办学等方面
进行专业的审核。但对于在其
他部门注册的教育机构，只能
在日常检查中进行管理，其数
量和规模所带来的工作量，都
是非常巨大的。”

在今年4月4日召开的全区
教育工作会上，谈到今年义务
教育阶段重点工作时，自治区
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侯元表
示，要回应社会关切，加强部
门协同，加强“小升初”、校外
培训机构、“小饭桌”等管理和
规范。可见，治理校外培训机
构乱象，绝非教育部门一家之
力可以完成，需要多部门共同
配合协作。

关于具体如何治理校外培
训机构，在我区并未出台落实
文件前，教育部门无法进行官
方回应，但教育界相关知情人
士张伟（化名）分析称，校外培
训机构乱象由来已久，但校外
培训机构的存在有其客观原
因，从国家政策和民生角度来
讲，一味禁止并不能解决实际
问题，还需要疏堵结合。从国家
层面来讲，疏堵结合的态度已
见端倪，对于一些办学硬件条
件较好、从业规范的校外培训
机构，即使未取得办学许可证，
未来也要指导其办证；对于一
些不具备办学条件的，肯定要
取缔一批，目前全国部分省市
已经开始行动。今后，肯定要对
取得资质的办学机构加强管
理，在预收费方面、在办学宣传
方面肯定要做出规范，违规会
有相应处罚，特别是学校、老师
与校外培训机构的关联造成学
生个人信息泄漏以及校外培训
机构培训结果与升学挂钩等问
题，未来肯定是一条红线，会有
明确的处罚规定。

【自曝】

主要与“内部人”合作获利
市民张先生的孩子在首府一所小学读书，最近，他频频接到校外培训

机构的电话，对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成绩等个人情况非常清楚。张先生纳
闷儿：自己从来没给孩子咨询过补课事宜，培训机构怎么会对个人信息掌
握的如此清楚？是谁泄漏了他的隐私？

周宇（化名）是首府一家校外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从业近5年，校外培训
机构的门道他可谓“门清儿”。他告诉记者，所有的机构都会打名师牌，其实
机构有多少，一二附的老师加起来有多少？有常识的人算算就知道了，所以
大部分机构一二附名师的牌子都是捏造出来的。之所以打名师的牌子，就
是让家长在多花钱的同时得到心理上的慰藉。虽然十有八九是假的，但懂
得打名师牌的培训机构，只是过了初级阶段，真正能挣到钱的培训机构都
是与学校“内部人”合作的。与“内部人”合作，有的是给老师提供补课场地，
从而获得生源，有的是承担某名校的校外考试选拔，有的是把原本不符合
条件的学生送到某学校……“只有深度参与学生考试升学，培训机构才算
是在行业站稳了脚，但违反的国家政策也越来越多。”周宇说。至于培训机
构是怎样拿到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的？周宇表示这对于有学校“内部人”的
机构来说并非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