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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综合自 教育部官网、光明社教育家、南方都市报等

国务院督查组国务院督查组国务院督查组国务院督查组：：：：要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要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要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要对教育乱收费现象““““零容忍零容忍零容忍零容忍””””
如何看待“智慧班”“未来班”，“自愿”购买平板电脑？

近期，国务院大督查发现，部分
学校打着“自愿”的幌子，通过设立
“智慧班”“未来班”等方式巧立名目
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及学习软件，
有的学校甚至为相关企业“搭台唱
戏”推介学习软件，增加学生家庭经
济负担，影响教育公平，社会影响恶
劣。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决定对山西、内蒙古、浙
江、河南、广东、云南等地以教育信息
化为名乱收费事项实行专项督办，要
求有关省份逐一核查乱收费事项，逐
项整改到位；要求进一步查处乱收费
背后的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对有关
单位、学校和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问
责、公开通报；要求举一反三，迅速开

展排查，维护教育公平。
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同时要求，其他各省要
吸取教训，加强数字化教育资源进
校园审核监管；要严禁以信息化教
学或分班教学为名强制或变相强制
学生购买平板电脑或教育APP；作
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

平板电脑或教育APP，学校不得作
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向学生
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以家委
会或直接支付企业等方式变相强制
学生购买；要对教育乱收费现象“零
容忍”，切实保持治理教育乱收费的
高压态势。

（教育网）

新闻背景：

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专项督办以教育信息化为名乱收费事项

前段时间，山西多所高校要求学
生购买平板电脑，并且以此作为分班
的依据，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这
家平板电脑的提供商没有经过集体的
竞标，却能够成为学校指定的供应商，
这面本身就有问题。

因此，许多家长都纷纷指出，最近
这些年，根据学校的要求，购买各种
软件以及图书等，花费大量的冤枉
钱。如果没有按照学校的要求进行
购买，很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区
别对待，所以很多家长都是迫不得已
才购买。

针对于中小学阶段存在的乱收费
变相要求购买各种服务的行为等，教
育部已经成立有专项的办公室，将会
对全国的乱收费项目进行整顿。根据
教育部的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加
强监督，严禁学校学校不得作为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向学生及家长收
取任何费用。

学校不能要求学生强制购买平板
电脑或者是教育类软件，更不得以家
委会或直接支付企业等方式变相强制
学生购买。此外，将来还会重点整顿
指定购买图书、保险以及校服等家长

关心的问题，各地要切实保持治理教
育乱收费的高压态势。

如果学校是通过购买各种服务，
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或者是学生的成
绩，相信很多家长都会乐意购买。但
是很多学校现在都是打着提高学生成
绩的名义，变相收取各种费用。甚至
有的学校更是把各种付费项目当做是
分班或者是编排座位的依据，家长心
里面肯定有怨言。

现在的各种中小学都想通过变相
的收费，增加学校收入，这种情况在民
办学校更加明显。如果这样的行为没

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将来会有更多的
学校模仿。比如现在有各种信息班或
者是编程班，这是学校要求学生购买
电子设备的重要依据，这已经成为一
个趋势。

任何学校有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
项目，如果没有得到家长的同意，都不
应该允许实施。现在的网络信息这么
发达，现在教育部又进行重点整治，如
果家长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应该进
行积极举报，维护自己的权益。

学校变相收费花样多，怎么办？

据了解，针对部分学校变相强制
购买平板问题，国务院督查组曾连续
三年发声。

2020年 10月，国务院督查组成员
根据群众的举报，发现浙江省嘉兴市
部分初中借“智慧课堂”“教育信息化”
之名，向家长推荐购买指定品牌的平
板电脑，并需一次性支付教辅软件三
年使用费以及三年的网络流量费，费
用从 3680元至 6500元不等，以购买平
板与否划分“实验班”和“普通班”。截
至督查时，已有2.2万余名初中生参与
平板教学。

2021 年 4 月，国务院“互联网+督
查”平台发布的一则督查回声同样反
映了类似问题。安徽省蚌埠市一所中
学擅自同意企业入校推销平板电脑，
每台平板收费 2200元，三年须缴使用
费 3600 元。通报显示，该企业向 4 个
班级 234名学生发放了平板，其中 142
名学生已缴费，共计收取39.76万元。

2022 年 8 月，国务院第九次大督
查第一督查组在山西省太原市调

研发现，当地多所学校以是否购买平
板电脑为标准划分“智慧班”和“普通
班”。进入“智慧班”，要一次性缴纳课
程资源费、平板使用费等数千元。督
查组初步估算，2017年至今，太原市近
5000名学生购买了相关服务，涉及金
额达2400万元。

在前述事件中，相关违规收费行
为最终被叫停。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
为依据进行分班的行为，也被认定有
悖义务教育平等原则。蚌埠市教育局
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教体系统收
费问题集中整治”活动，对全市1600所
学校进行摸排，要求学校所有收费一
律通过指定银行账户，并设置资金风
险警示。

自 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
规划》出台以来，教育信息化改革逐渐
铺开。规划第五点提及，要积极利用
成熟技术和平台，统筹推进实名制网
络学习空间的建设与应用。空间要集
成网络教学、资源共享、学生管理等多
项功能，完成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全程

记录、大数据采集和分析。
针对平板教育如何进学校，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接受
采访表示，“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谁来支
付，如果一直采用自愿的模式，家长只
会陷入被动。”

他认为，学校要引进平板，需要给
出包括绩效目标、实施细则和可能产
生效果的具体方案，征求家长意见，得
到普遍认同。公立学校需要教育部门
拨款的，可以递交方案来申请财政支
持。私立学校则应该由家长委员会来
共同决定，是否购买、如何购买、采购
产品，以及使用机制。

储朝晖特别谈到，方案制定
时，应考虑到各个地
方、学生家庭的经济情
况。面对可能出现的
问题，学校应准备更细
化的方案。比如，对于
无法负担起平板的学
生，可以由学校准备平
板，租借给学生使用。

学生“自愿”买平板？国务院督查组曾连续三年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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