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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政策下的校外培训机构内部改革趋势分析
张  敏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0

【摘要】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是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颁布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总
称，对规制和促进校外培训市场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教育政策内容分析方法，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政策目标、任务、措施等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的目标清晰、任务具体且分工明确、措施
较为完善，但与此同时，地方治理方案也存在着政策文本形式与内容规范雷同化、政策内容规范不完整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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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一个“想做好”，
又“难做好”，但又“不得不做好”的老问题，是社会
各界、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更好地贯
彻执行国家教委《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
若干规定》，使每一位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
面得到全面地发展和提高，提升全体学生适应未来社
会的能力和水平。
一、校外培训机构中存在的问题

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政策背景下，近年来，我国教宵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但是 , 受择校、升学等多重因素驱动，大大的
校外培训机构越办越多。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夸大其词，
宣称为社会提供多样性、个性化、差异化资源，以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名，行应试教育之实，迎合了
部分家长学生升学和择校的需求，吸引了众多学生投
身其中。
（一）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多

“最受关注的髙端品牌”“最具影响力的培训机构
网络十大品牌名师授课”……打着这样的宣传旗号 , 市
场上的教育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并招收了大批学员。
据统计，有些地方的近五成教育培训机构“荣誉资质”
造假 , 广告宣传语涉及虚假宣传，七成培训机构没有跟
消费者签订合同。在已有的合同中，存在未体现办学
资质、合同约定权利义务不对等、课时学时模糊等问题。

除此之外，培切机构在广告宣传中，动不动就说
“名师”、“资深老师”。其实，教育系统对名师有着很
明确的定义，学科带头人或是骨干才能你为“名师”,
可是现在培训机构动不动就提名师提高班、名师一对一,
甚至有的才任教几年的年轻老师，在培训机构也能摇
身一变成为“名师 "。与专职老师相比 , 学校在职老师
的身份在培训机构就更是 " 犹抱琵琶半遮面”了 , 一般
用张老师、王老师这样含糊其辞的称谓。在职老师身
份信息，糊已经是行业“公开的秘密”了，因为在职
老师都不希望让所供职学校知道自己在外面兼职上课。
二、校外培训机构改革的相关措施

据了解，当前市场上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体制，
是一种“九龙治水”的格局。本应是教有部门负责审
批发放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 只是面向中小学升学补习
的众多机构，基本都未经教育部门审批，而只含工商

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在工商部门梭发的营业执照中，也含有“教育咨

询”和培训的功能。这就是的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的没
有教学资质的培训机构，培训市场出现了“表面上多
头管理，实际上无人管理”的局面。
（一）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民办教学促进法》中规定在工商行教育理部门登
记注册的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
另行规定，但是，国务院至今未就经营性民办培训机
构制定“另行规定。在国务院没有就经营性民办培训
机构制定办法的情况下，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一些教育
机构就没有办学资质。

对及哦啊与部门出台的各种“禁令”适用范围只
有“体制内”的学校，校外培训构虽然干的是教育类
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教学资质，即使没有他们，
整个教育市场也是丝毫不受影响。其实，在资质认定
及审批上，相关部门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准生证”将
各种针对在校学生升学考试的培训机构置于教育部门
的监管之下。即便他们是民间或民办件质，但他们所
从事的也是教育类，此外，教育、物价、工商、税务
等职能部门应联手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与其让其肆意发展，不如给其规范一个基本的标
准。
（二）严禁“超纲教学”和强化应试的教学行为

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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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良行为以及将校
外培训结果与学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各地区治理方案
与《通知》一样，都提出要严格禁止校外培训机构组
织中小学生参加等级考试及竞赛，要坚决查处将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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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校外培训机构举办学科类培训的班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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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严格查处、禁止、追责与监
督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强有力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三、结语

通过分析当前校外课堂存在的一些乱象，提出了
一些简单的解决措施，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规范教育市
场，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家长的经济负担，提高公
办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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