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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黑 榜

（未完待续）

——来源：信用中国网站

辽宁省纳税信用A级名单(15)
家教市场乱象丛生 监管乏力问题凸显

校 外 培 训 诚 信 是“金”

专家建议，可建立中介和家教老师的黑名单并定期对社会公布，提高对造假机构
和失信从业人员的惩罚力度

□ 郑天虹 刘 娟 宋 佳

正值暑期，家教生意更为走

俏，一些机构甚至开出了金牌家

教一小时500元、补齐语数外三

科一年15万元的“天价”学费。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家教简历注水是业内的公

开秘密，家长花高价请到的很有

可能是家教中介虚假“包装”出

来的老师；家教行业缺乏准入和

专业标准，相关部门监管乏力，

一旦发生事故难以追责。有关

部门应推动制定行业标准，加强

对家教市场的监管，促进家教行

业规范化发展。

虚假宣传
简历注水成业内公开秘密

近期，上海的张先生通过某

家教网给12岁的女儿请了个上

门家教，但女儿的成绩却越学越

差；调取监控后发现，家教老师

上课经常说些惊悚恐怖、污秽不

堪的内容。家长赶紧联系这位

家教，然而对方却将其微信拉

黑，电话也已注销。家教网站资

料显示该男子为“上外在读研究

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却回复称

该男子并非该校学生。

一位家长向记者反映，他

曾通过中介机构花高价请了

一位据称是某初中名校老师

的上门家教，后来通过熟悉的

人打听，才知该中学并没有这

位老师。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家教中

介机构对所推荐的老师存在身

份审核不严甚至信息造假的情

况。记者以加盟为由，咨询了优

师智家教网的有关负责人。该

家教网的宣传页面上显示，上门

一对一辅导老师都是经过平台

精挑细选与培训，跟平台签约合

作。但该机构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家教老师在该网发布信

息，只需要填姓名，不需要上传、

查验身份证、教师资格证、学生

证等信息。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家教中

介，发现中介普遍对教师简历都

很重视。“因为家长很在乎老师

的履历”，易教网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从业经历自己写就行，

多写点，怎么丰富怎么来。”当记

者询问，是否需要提供以往从业

经历的相关证明时，该工作人员

表示不需要。

有业内人士透露，为招揽生

意，给家教简历注水、对外虚假

宣传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如果家长一定要某一学校的老

师，但我们的资源库里没有，我

们就会找比较好的老师来包装

一下。有时家长看重的条件和

我们现有的老师有一些偏差，我

们也会对老师履历作改动。”

“家教机构也曾让我瞎编简

历，只要能吸引家长注意，得到

他们的认可就好。”一位教学经

验比较丰富的家教老师李丽说，

“他们让我把曾经给学生提的分

数填得很夸张。我实在没法昧

着良心说假话，也不想把自己吹

得天花乱坠去骗人。”后来，李丽

拒绝了这家平台的派单。

行业无标准
难以追责凸显监管乏力

近年来，国家大力整治校外

培训机构，但家教市场却成为一

个灰色地带，长期处于没有标

准、缺乏监管的自发状态。

某知名培训机构负责人坦

言，一对一家教是“私人订制”，

需要老师因材施教；相比大班

教学，这种个性化教学对老师

的要求其实更高。但是，什么

样的人可以做一对一家教？目

前没有相关准入标准和专业水

平评价标准。绝大多数中介机

构也只追求业务量，而不重视服

务质量。

家教行业流动性强，人员身

份复杂；万一发生“教学事故”，

中介机构往往想办法撇清责

任。“只要家教老师支付了中介

费，就可以介绍他过去跟家长

谈。要是出了啥事，那是家长和

老师双方之间的事。反正也没

有签协议，跟我们没有关系。”一

家中介机构负责人说。

业内专家认为，对中介机构

和家教老师缺乏监管，是一个长

期存在的问题。家教市场涉及

的监管部门有市场监管、教育、

税务等，但市场监管、税务等部

门一般只能监管中介公司形式

上是否合规、是否照章纳税，对

具体的教学行为并不监管；教育

部门大多也只监管公办学校教

师的兼职家教行为，对其他身份

的家教缺乏监管手段。

广东省教育部门一位负责

人坦言，即便是公办教师的兼职

家教行为，监管难度也非常大，

因为一些老师社会评价比较高，

口口相传，直接被家长“请上

门”，双方“你情我愿”，很少有人

投诉；即使有人投诉，也存在取

证难问题。

多管齐下
让家教行业规范发展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

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王捷认为，

一对一家教，老师不但要释疑解

惑，还应具备一些心理学知识，

帮学生提升学习动力、赋予信

心、缓解压力。家教行业要有一

定的门槛，要有准入机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

教育创新研究室主任苏红建议，

为促进家教市场规范化发展，教

育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可以制

定行业标准，鼓励广大从业者参

加教师资格考试，取得相应的证

书。高等院校也可以面向社会，

通过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等多种

形式，提供专门培训，对于经过

培训的从业人员提供相应证明，

提高从业者的素质。

在监管层面，王捷说，家教

服务隐蔽性很强，一旦发生语言

暴力、性骚扰等恶性事件，对孩

子的身心伤害往往更为严重。

他建议，相关部门应严格监管相

关中介平台，定期摸查，督促中

介机构核实家教老师身份，到相

关部门注册、备案，将家教行为

纳入监管。

对于家教市场存在的造假

乱象，王捷认为，主管部门可

建立中介和家教老师的黑名

单并定期对社会公布，提高对

造假机构和失信从业人员的惩

罚力度。

苏红提醒，选家教时，家长

不要盲目迷信中介机构的宣

传，不要轻信老师的简历。请

了家教，也不能简单地把孩子

托付给老师。同时，要注意培

养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与孩

子保持密切沟通，以便及时发现

问题。

□ 魏 寅

近年来，校外培训行业蓬勃

发展，在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

差异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违

规失信等现象。时值暑假，校外

培训行业进入一年中的忙碌期，

也成为相关问题集中暴露的时

期，值得引起重视。

校外培训丰富了教育资源

供给，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近年来，规范校外培训、推动行

业健康发展，既是社会共识，也

是相关部门的鲜明工作导向。

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

见》，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培

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

学时间相冲突”。今年以来，教

育部持续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并开展专项治理“回头

看”活动，要求各地对行政区域

内校外培训机构再次进行全面

摸排，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前不久，教育部等6部委发布《关

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

见》，针对校外线上培训存在的

问题进行靶向整治。这些举措，

有力整治了不少突出问题，净化

了行业生态，更好保障了家长和

学生的权益。

应当看到，严格监管态势

下，绝大多数校外培训机构能够

做到依法合规经营，但也仍有少

数机构心存侥幸、唯利是图，不

讲诚信、违规办学。现实中，有

的培训机构只顾砸钱做广告招

揽生源，而实际教学与宣传内容

相去甚远；有的教学人员履历造

假、良莠不齐，培训效果难以保

证；有的收费缺乏依据、价格不

够透明，遇到学费纠纷时学生权

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更有甚

者，号称自己是经批准设立的正

式单位，靠收取代理费、推销书

画作品等敛财。这些以办学为幌

子、以不择手段赚钱为目标的行

为，损害了学生的切身利益，给校

外培训行业带来“诚信负债”。

作为经营主体，校外培训机

构谋取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这

绝不是背弃诚信的理由。古人

有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

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

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无论什

么行业、何种职业，都应当重信

践诺，葆有诚信精神。也正因

此，有人判断，“信用+”会带给下

一个10年巨大商业红利。自觉

增强“信用+”的意识，才能赢得

信任、赢得市场。更何况，校外

培训机构还兼有教育主体的身

份，担负着立德树人的责任，自

己首先要当讲诚信、守信用的榜

样，自觉做到守诺、践约、无欺，

牢记道德底线不可触碰、法律红

线不可逾越。强化合规办学意

识，提升诚信办学水平，才能使

校外培训机构成为学校教育的

有益补充，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

的良好局面，帮助学生开拓成长

的空间。

信用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

提升诚信水平，可以更好地助推

行业发展，增进公众福祉。对突

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

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

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

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

观察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失信现

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惩处力度不足、失信成本偏

低，导致相关行业缺乏促进规范

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除了让

相关法律法规长出牙齿、织密覆

盖全行业的监管体系，还应当充

分发挥信用的约束和激励作用，

大力营造“知信、用信、守信”的

良好氛围，引导相关市场主体诚

信经营、高质量发展。进而言

之，在信用建设日益健全完善的

背景下，任何企业或个人要想行

稳致远、收获成功，都必须坚守

诚信，用诚信铺就发展的道路。

““国学小课堂国学小课堂””
丰富暑丰富暑期生活期生活

暑假期间，河北省三河市图书馆举

办“国学小课堂”系列活动，开展古诗赏

析、游戏互动、手工制作等形式多样的免

费活动，让中小学生们在参与过程中提

升动手动脑能力，丰富暑期生活。图为7

月27日，指导老师在“国学小课堂”上给

孩子们开展知识讲座。

新华社记者 鲁 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