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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网站消息，
2022年，一些学生家长在校
外培训机构捆绑销售、充值
赠送等促销手段的诱导下，
超时段、超限额支付培训费
用，带来“卷钱跑路”“退费
难”风险，全国消协组织受
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近7万
件，高居服务类第三位。对
此，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
会督促指导各地积极化解，
维护家长的合法权益。

继 2022 年双减政策实
施以来，全国各地都在大规
模开展课外机构乱象整顿
工作，围绕机构减压、“营转
非”培训收费、学科类隐形
变异、培训材料和相关人员
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
排查整改。教育部表示会
进一步完善校外培训监管
长效机制。对于寒暑假这

类校外培训高发点加强排
查力度，对于相关的责任机
制压紧压实，落实到实地
上，同时教育部乘胜追击，
部署开展“回头看”工作，防
止违法违规培训出现返潮
现象。

政策在实施，乱象在监
改。但乱象的时有发现还
是难以避免，特别是对于非
学科类的校外培训问题，这
也说明了政府相关部门在
开展整顿工作时仍面临着
许多困难。

3 月 12 日下午，全国政
协委员、国家督学、教育部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专家委
员会主任刘林，全国政协委
员、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
席、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
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黎光做客新京报“两会三

人谈”直播间，探讨非学科
类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监 管 问
题。谈到非学科类培训机
构的监管与治理，刘林表
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针
对的是家长的刚需，参加非
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更多是
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家长对
孩子培养意愿，是非刚需性
项目，有助于孩子的全面成
长。他提出：“治理要从性
质区别入手，对于学科类培
训机构，初期目标是要压
减，对非学科类培训则不是
要禁止，更重要的是通过规
范管理来促其健康发展。”
刘林表示，这个目标实现起
来有一定的难度，“既要治
理乱象，又要促进健康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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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校外培训再度成为焦点。据悉，

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校外培训消费问题，将同相关部门开展校
外培训“平安消费”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培训收费行为、强化校外培训
预收费资金监管、加快校外培训消费纠纷化解、加强消费教育指导、严
肃查处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等，切实维护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

综合治理，促进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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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底，教育部等十
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
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的意见》，对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治理作出系统部
署。按照教育部等十三部
门出台的上述“意见”，各部
门都有相应的职责，各部门
进行统筹协调，实现基本标
准、基本规定的相对统一。
同年，为防止校外培训机构

“卷款跑路”“退费难”等侵
害群众利益事件发生。教
育部面向全国家长推出了
公益性、全免费的应用软件

“校外培训家长端”App。家
长可通过App选机构、交费
用，平台采用“一课一消”的
方式。在“一课一消”模式
下，家长交纳的课程费用将
首先进入培训机构在指定
银行开设的监管账户，培训
机构无法提前支取使用。
只有在机构完成一节课程
的授课并经家长确认后，监
管银行才会向机构划拨相
应的课程款项。对交存的
预收费进行管控。实现校
外培训信息化全流程监督，
切实维护学生家长的合法

权益。目前全国各地陆续
倡议家长使用，部分地区已
经开始推介。

2023 年 1 月，为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
央“双减”工作部署，进一步
规范校外培训，充分发挥专
家服务和支撑公共决策的
积极作用，教育部决定成立
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专
家委员会，目前下设政策咨
询分委会和专业指导分委
会。通过汇集全国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代表性专业人
士，开展提供政策咨询、对
教育培训内容进行鉴定以
及做好宣传和解释的三个
方面工作。通过专长助力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工作实
现开门监管、开放治理、开
拓服务。

广东作为校外培训机
构高发城市，在校外培训机
构监管方面一直紧跟国家
政策。2022 年 9 月，广东省
科学技术厅、广东省教育厅
联合印发了《广东省科技类
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
行）》，标准自 2022年 12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明

确我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
构 的 设 置 条 件 及 办 学 要
求。《标准》规定，中小学校
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校外
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专
职教学、教研人员原则上不
低于从业人员总数的 50%，
不得聘请在职中小学教师
（含教研人员）。对于培训
收费时段以及培训贷都做
出了严格要求。广州各区
也陆续发布 2022 年度校外
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将涉
及虚假宣传学科类培训违
法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列
入黑名单，并对黑白名单实
行动态管理，将不合格机构
进行抵制，为广大学生家长
排除不合格的校外培训机
构。

在国家各部门加大监
管治理力度的同时，与校外
培训机构接触机会最多的
学生家长们也要注意提高
自身的消费权利意识、消费
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违
规培训，对违规培训进行监
督举报，政府与社会共同发
力，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
校外培训消费环境。

统筹管理，落实“双减”工作部署

常见套路

储值预付“大课包”

为服务提前付费属于预付式消费，多数校外培训机构
都会设置有不同课时安排的课程套餐，同时一次性购买课
时越多，平均每节课的费用越低。很多消费者难免受优惠
吸引，产生冲动消费，而当不适应授课方式或培训效果达不
到预期提出终止合同时往往会被拒绝或拖延退费。

捆绑营销

设置参照课程，突出捆绑营销课程的优惠与性价比，参
照的课程越多，客户的对比性就越强，从而影响客户的购买
决定。例如，英语课程收费1250元，数学课程收费1350元，
后来推出了一个英语+数学组合课程包定价为2300元，额外
赠送五个英语或数学课时。此课程包与其他的单品课程并
列在同一宣传单上，性价比就这样直观地展现在用户面前，
因为有了对比，用户最后大多数都倾向于选择组合课程
包。利用消费者的对比心理从而偏向于更加优惠的课程选
择，达到捆绑营销的目的。

“教育贷”化身分期付款

“教育贷”即培训合同分期贷款支付方式，具体支付模
式为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教育培训合同，将培训贷
款包装成“分期贷款”，游说经济实力不足但又有培训需求
的消费者以“分期”的形式缴纳学费，但对“分期”的隐形内
容和风险只字不提。

虚假宣传

虚构教师资质、执教履历，杜撰学生心得，编造用户评
价，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用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扩大
社会影响力，吸引学生和家长的信任。

避坑指南

理性选择培训机构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未取得主管部门发放的行政许可，
或以个人名义开展“一对一”“住家教师”“高端家政”等违规
培训，这类培训既无资格资质、无质量保证，又存在极大安
全隐患。为方便家长查询，教育部开通了全国校外教育培
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家长可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选择具备资格资质的校外培训机构。

签订规范服务合同

广大学生家长在缴纳培训费用前，要与校外培训机构
签订由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
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特别要关注涉及课
程、从业人员、费用的条款，明确约定退费情形、退费方式，
同时索取正规发票并妥善保管。

理性支付培训费用

学生家长在支付培训费用时，不要支付超过3个月或
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一次支付不超过5000元限
额的费用，避免退费纠纷和“卷钱跑路”风险。同时，警惕以

“充值赠送”等方式诱导超时段、超限额收费。要注意缴费
安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成培
训缴费，切勿通过转账或现金等方式将培训费用支付给除
预收费资金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账户。

警惕机构虚假宣传

一些培训机构为获得最大客源、获取最大利益，刻意夸
大宣传培训效果、培训成绩、从业人员力量。建议家长和学
生“三思而后行”，实地考察培训机构的办学场所、从业人员
力量、经营情况、设施设备等情况后，再做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