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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教什么？怎么教？咋监管？
——国办发文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解惑”

不得以家教、
咨询、文化传播等
名义面向中小学

生开展培训业务，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
在县（区）中小学同期进度，不得一次性
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的费用，中小学
校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发展的意见》，就当前校外培训发展中面
临的难点、痛点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明确设置标准
规定场所、师资、管理条件

一间小小的地下室挤着20来个学生——
这样的培训环境将无法获得办学资质。

为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和学习质
量，意见规定，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必须达到
一些基本要求，如必须有符合安全条件的
固定场所，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
于 3平方米；必须有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
从事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
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
格；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有规范
的章程和相应的管理制度等。

意见还明确提出，未经教育部门批准，
任何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以家教、咨询、文化
传播等名义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培训业务。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往往会形成校
外培训机构在工商部门注册、教育部门注册、
民政部门注册三种情况，但其实只有在教育
部门注册才有办学资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杨东平认为，意见强调了办学许可的
规定，有利于整肃乱象，加强教育市场监管。

规范培训行为
遏制升学焦虑蔓延

近年来，升学焦虑向低龄化蔓延，一些
校外培训机构在其中推波助澜。

意见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予以
严格规范，明确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语文、数
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
的内容、班次、招生对象、进度、上课时间等
要向所在地县级教育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
布；培训内容不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
准，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区）中小学
同期进度；严禁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
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名。

“根据意见精神，校外培训机构必须把
遵循教育规律摆在首位，这应当成为培训机构
今后办学的‘红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吴遵民表示，对培训行为的一系列细致
约束，都直指造成中小学生课外负担沉重的
超纲教、超前学、应试抢跑等乱象，有助于校
外培训回归学校教育“有益补充者”的定位。

意见还要求，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时段与
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
跨度超过 3个月的费用；切实加强对校外培
训机构办学行为的日常监管等。

受访专家表示，意见填补了过去的一些
监管空白，为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引导校外培
训机构规范发展指明了方向。

校外培训与校内教育是一个有机整
体。意见进一步严肃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
纪律，要求中小学校严格规范教育教学行
为，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切实减轻中
小学生课外负担创造条件。

吴遵民认为，坚持校内从严治教，才能形
成推进中小学生减负的合力，“但要真正减轻学
生负担，还要通过中高考的进一步改革，促使从

‘考什么学什么’向‘学什么考什么’转变。”
推行黑白名单制度

公布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及主要信息
意见要求，全面推行白名单制度，对通

过审批登记的，在政府网站上公布校外培训
机构的名单及主要信息。对未经批准登记、
违法违规举办的校外培训机构，予以严肃查
处并列入黑名单。将黑名单信息纳入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杨东平介绍，这一规定借鉴了各地监管
校外培训市场的经验。“通过信息公开加强

行业监管，惩戒一些不诚信机构，可以起到
警示作用。”杨东平说。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张华认为，“黑白名单”相当于诚信名
单，客观上提高了培训准入标准，也加强了
市场秩序的规范。

破解“三点半难题”
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

孩子下午三点半放学了，如果不去校外
培训机构，那么谁去接？谁来管？

意见提出，各地要创造条件、加大投入、
完善政策，强化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
渠道作用，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第一小学校长吕华
琼表示，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书法、美
术、阅读、体育锻炼等活动，孩子们在放学后
不仅能得到有安全保障的看护，更能发展兴
趣爱好。长宁区有学校调研发现，原来 30%
的孩子放学后直奔社会机构，开设晚托服务
后已有一半“回流”。

专家认为，意见明确了学校在课后服务
中的主渠道作用，这是让家长放心的关键。但
这并不意味着学校要大包大揽，应该鼓励社
区、少年宫、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最终实现每个孩子有人管，
每个孩子有发展。 □ 胡浩 吴振东 周畅

栀子花开，芬芳洁白。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刚从高考中脱颖而出的
你们，将进入大学开启青
春的新起点。一路升级
打怪成功晋级，对未来一
定充满憧憬。作为过来
人，祝福之余想轻轻叮咛
一句，别忘了在行囊里放
一样东西，它的名字叫

“别松劲，请奋斗”。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

长陈宝生说了，“中国教
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
大学’现象应该扭转，对
大学生要合理增负。”这
位国家教育部门负责人
的话，你听懂了吗？奋斗
是年轻与生俱来的底色，
与其在离开时后悔“没能

全力以赴”，不如“从第一天起就好好把握”，
别让大学生活贴上“随遇而安”的标签。

如果说高考是一道分水岭，那么这道分
水岭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网络段子大概
能代表部分人的看法：高考是人生的巅峰，
解得了数理化，说得了外国话。仿佛高考
就是奋斗的终点。但生活是个很现实的
过程，没有百分百的努力，就别企望高品
质的生活，没有全力以赴的奋斗，理想就
会与你分道扬镳。高考后便卸车下马，人
生哪还有底气憧憬前途。

辛辛苦苦过舒服日子，舒舒服服过辛
苦日子，这个道理的正确性无时无刻不被
证明着。袁隆平、屠呦呦……爬坡的过程
很艰苦，但山高人为峰的喜悦无与伦比。
在最该努力的日子里放松懈怠，世界再大
你拿什么去看看。

奋斗不是嘴上说说就行，它是个动词
更是种状态。倘若牛顿只看到苹果从树上
掉落而没有去探究根源，假如弗莱明直接
扔掉了发霉的细菌培养皿而没有坚持研
究，爱迪生在第 999 次实验失败时选择放
弃，那么世界科学史将留下多少遗憾！对
于许多优秀学子而言，缺乏的往往不是雄
心壮志，是“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奋斗的精
神。而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了理
想奋斗不息。

奋斗各有色彩，生命之花可以开在任
何路口。期待你以理想为引领，坚持独立
思考、不盲从不流俗，在少有人走过的理
想之路上绽放独特绚烂的烟火。恰如清
华大学校长在当天的开学典礼上寄语：

“希望你们勇敢地捍卫真理，始终保持理
性的批判态度，以谋求人类福祉为最崇高
的目标，用一生去追寻科学精神。”

现在，你的人生与祖国“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相吻合，民族复兴号的巨轮正乘风
破浪，你的未来也有广阔的蓝海去眺望。
你将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停在原地欣赏奋
斗者的背影，还是发动智慧与潜力，去奋
斗、去开创？青春是最巨大的能量场，年华
美好，莫要辜负最好的时光。

优异的高考成绩只代表你的昨天，期待
你整装待发，以奋斗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
历史从来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请以
梦为马，努力拼搏，让生命的底色在奋斗中
更加鲜亮。 □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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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马上就要结束，面对即将到来
的开学季，不少家长开始发愁——又要
跟不愿意去上学的娃“战斗”了。笔者走
访发现，不论是刚刚准备上幼儿园的“小
豆丁”，还是准备升小学、中学的大孩子，
有不少都有“开学焦虑”，这也令家长颇
为头疼。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
理科医师郑俩荣提醒说，开学焦虑是情
绪问题，也会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中引
发不同的生理症状反应，比如幼儿哭闹、
头痛、腹痛，甚至腹泻呕吐，大一点的孩
子情绪紧张失落、睡眠不好等。“这些症
状往往查不出生理病因，离开
校园就缓解，有的家长责骂孩
子撒谎，其实不是的，还是需要
好好进行针对性的引导。”
一上学就拉肚子是厌学情绪作祟

笔者随机采访孩子家长发现，不愿意
上学、入托的情况各年龄段都有。刚入园
的孩子适应不了离开父母家人；升小学、
升中学的孩子面对环境的变化、活动、学
习内容的改变，学业压力的增加，也需要
调整心态去应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
医师郑俩荣告诉笔者，他曾接诊过一个小
学一年级的男孩，一上学就拉肚子，家长只
能领他回家。两个多月来带去医院看过很
多次，不是病毒感染，也不是细菌感染，查
不明病因。“后来，医生建议排查一下心理
因素，这才来到我的诊室。细细问诊，孩

子道出心声，有阵子贪玩，学习跟不上，成
绩有明显的下滑。而这个孩子的妈妈，又
恰恰对孩子的要求比较严格、期望值很
高，导致孩子自信受挫，产生厌学情绪。”

家长应关注孩子情绪背后的诉求
4岁半的小鱼儿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中

班了。上一年，从“小小班”升上“小班”的
小鱼儿换了跟班老师，经常早上哭闹着不
肯入园，一会儿说“想妈妈”，一会儿说“老
师批评”，一会儿又说被小朋友欺负……小
鱼儿妈妈说，和孩子聊过几次，发现可能跟
新换的老师比较严格有关，小鱼儿迟到过

几次挨了批评，于是闹情绪哭鼻子，也因为
哭鼻子而被周围的孩子排斥。

于是，小鱼儿妈妈调整了孩子的作息
时间，不再每天早上任由她睡饱再回园。
早早回园的孩子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果然
一整天的情绪都有很大改观，在园的各项
表现也好了，坚持了几天，终于形成了良性
的循环。“全面关注孩子的情感诉求和生活
细节之后，做出一点点改变和调整，没想到
真的有用，不容易呀。”小鱼儿妈妈感叹。

分析：开学焦虑背后是
“分离焦虑”“环境焦虑”

郑俩荣介绍说，准备入园的孩子不愿

上学，主要是“分离焦虑”的表现。准备升
学的孩子，出现焦虑往往是因为环境变
化，比如玩伴改变、老师也换了，学习内容
也不一样了。有家长认为孩子不去上学
没事，一去上学就身体不舒服，觉得他们
是“装病”逃避。对此，郑俩荣表示，不排
除部分孩子是“装”的，但临床上也有孩
子因情绪紧张而投射到身体上，这是孩
子控制不了的，只有紧张情绪得到缓解，
身体症状才会随之缓解。

郑俩荣说，家长最好查找一下自身教
育方式的问题。比如平时是否有过度保

护、过度照顾？这会造成孩子胆
小内向、不愿意和外人交往。
要调整方式，鼓励孩子去做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同时，管教
孩子时对孩子态度“简单粗

暴”，要求过高，易于责骂甚至动手打，这
也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此外，家长
自己的焦虑等负面情绪也会影响孩子。家
长最好审视一下自己的焦虑程度，自身先
做好调节，甚至求助医生。

对于初入园的孩子，提前做好入园准
备，玩“捉迷藏”可以让孩子适应短时间的
分离；可以多让孩子跟同龄孩子一起玩
耍，提前培养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这样
可以缓解“社交焦虑”。孩子如果情绪问题
很严重，家长感觉到自己解决不了，也不
妨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做一些认知
行为方面的治疗。 □ 周洁莹 周晋安

“分离焦虑”咋克服

8 月 29 日，是大明宫
小学一年级全体新生报
名的日子。清晨，一年级
新生牵着爸爸妈妈的手，
迈进校园，开启他们人生
中一段崭新的旅程。

一进校门，小豆丁就
被长长的照片墙所吸引，
找到自己的照片，读一读
卡片背后的“好习惯童
谣”，再在卡片正面工整
地书写自己的姓名。瞧，
一张特制的专属“幸福阅
读卡”完成了。开学第一
天，一年级学生得到了这
份别具匠心的礼物。

孩子们牵着爸爸妈
妈的手，在校园中量身
高、留影，记录下一年级
入学的难忘瞬间。

学校幸福娃电视台
随机在校园中展开采访。
爸爸妈妈说：“迈入小学
阶段，我希望他能好好
学习，博览群书，幸福茁
壮地成长。”新入学的小
豆丁说：“我要自己照顾
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
好学生。”

六年之后的毕业典
礼上回望今天这一幕，会
带给幸福娃们多么美好
的回忆。

通讯员 李琦华 席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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