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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的
《2021年校外教育培训领域消费者权
益保护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
出，当前校外教育培训行业依然存在
不公平条款多、售后维权难、虚假宣
传多、预付费风险大4大问题。

《报告》显示，自市场监管总局
等有关部门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陆续出台相关监
管措施并开展市场整顿行动以来，
消费者权益保护程度总体上得到了
明显提升。但由于相关法规政策配
套滞后、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疫
情和行业政策冲击以及消费者缺乏
理性消费意识等，校外教育培训领
域消费侵权多发、消费维权困难等
现象仍然存在。

《报告》指出，当前校外教育培训
行业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合同纠
纷多。培训机构在制定格式合同时，
存在诸多对消费者不公平条款。二
是售后问题难解决。售后服务渠道
不畅通，有些培训机构特别是线上培
训机构不重视售后服务，在消费者付
费后“失联”；部分培训机构因经营不
善关门跑路、拒绝或拖延退费、设置
苛刻退费条件等；部分非学科类机构
假借“双减”政策，关门停业，拒不退
款。三是虚假宣传手段多。虚构学
员培训案例、师资力量和培训效果，
编造消费者评价数据等。四是预付
式消费风险大。一些培训机构以折
扣优惠诱导收取大量预付费，后因经
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倒闭、跑路后预
付费用难以追讨；有的预付费用时被
诱导办理“消费贷”，机构关门后无法
上课却仍需按期还贷。

《报告》从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角度提出了建议，包括通过完善相关
立法、加强协同治理、进一步明确监
管主体及其职责、建立日常监管执法
机制、加大培训机构违法行为查处力
度等。

本报讯（记者李一）为促进社区
老年教育水平提质上档，近日，重庆
市老年大学首个“双教学点”——重
庆市老年大学金安社区教学点和重
庆市老年大学金安社区远程教学点
揭牌仪式在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金安
社区举行。

人和街道金安社区成立于2020
年1月，服务阵地约1600平方米，辖区
规划户数1.1万户，现常住人口约2万

人，其中老年人约1700余人。
为丰富辖区老年居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金安社区于2021年9月成立
了人和街道首家低偿收费的老年大
学，让辖区老人就近享受到“家门口”
的老年教育。

金安社区老年大学位于两江新区
恒康路，设有教室、阅览室、书画室等，
现有专业教师5名、学员106名，开办
课程涵盖舞蹈、声乐、书法、语言、乐器

等众多艺术门类。
为促进社区老年教育水平提质

上档，金安社区老年大学在现有基
础之上，与重庆市老年大学签订合
作协议，链接市级教学资源，设立重
庆市老年大学金安社区教学点、金
安社区远程教学点，金安社区成为
了两江新区第一个设立市老年大学
双点教育的社区，教育教学品质将
踏上新台阶。

重庆市老年大学首个“双教学点”落地金安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安春光）为提高
铜梁区科学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研
究能力，近日，铜梁区科协联合区教师
进修校开展了“铜梁区2022年春期科
学教研活动”。通过科学教师能力提升
和作用发挥，进一步激发广大学生讲科
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热情，帮助
学生打下扎实的科学素养基础。

全区科学教师齐聚在铜梁区巴川
小学，认真聆听了重庆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科学教研员邵发仙以《核心素养
导向的思维型探究》为主题的精彩讲
座，邵发仙主要从“核心素养与课程核
心素养”“科学学科育人价值”“科学核
心素养内涵的发展”“学生准备”“课堂
现状”“学生需求”六个方面深刻阐释

了为什么要进行思维探究。通过理论
阐述与实践分析，为巴川小学与会教
师带来了一场思维交互、智慧共长的
饕鬣盛宴。

授课结束，与会教师纷纷表示深受
启发，要将学理高度与课堂实践有机融
合，不断寻觅教育的真谛并付诸行动，
在教学路上且行且思，收获桃李芬芳。

不断夯实教研根基
铜梁区开展科学教师专题培训

为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学生
从小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的能力，近日，重庆新学道学校一至五
年级学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走进重庆

科技馆，开启了一场趣味横生的探索
之旅。 通讯员 霍励豪 摄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强调

竞赛结果不得作为招生入学依据
为进一步健全面向中小学生的竞

赛活动管理制度，减轻因竞赛带来的
学生过重负担，近日，教育部、中央编
办、民政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自2018年9月《关于面向中小学生
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印发以来，教育部已连续三年公布通
过审核的竞赛清单，取消学前教育阶
段各类竞赛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竞
赛，大幅削减竞赛数量，基本斩断竞赛
与培训挂钩的利益链，但还存在违规

举办清单外竞赛、收费或变相收费、评
奖过程不规范、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国
际性竞赛亟须纳入管理等问题。

《管理办法》由总则、申报条件、组
织要求、认定流程、日常监管等部分组
成。其中，组织要求明确指出，竞赛以
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学招生
入学的依据，并要求举办单位在竞赛
产生的文件、证书、奖章上标明不作为
依据的声明字样，坚决避免因竞赛加
剧不良竞争，进而增加中小学生课外
负担问题。

《管理办法》强调，任何学校、学生

及家长坚持自愿原则参加竞赛活动。
竞赛活动的组织举办要做到“八个不
得”，一是坚持公益，不得以营利为目
的；二是竞赛各项工作不得进行委托、
授权；三是任何单位、组织及个人不得
向学生、学校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做
到“零收费”；四是不得指定参与竞赛
活动时的交通、酒店、餐厅等配套服
务；五是不得通过面向参赛学生组织
与竞赛关联的培训、游学、冬令营、夏
令营等方式，变相收取费用；六是不得
推销或变相推销资料、书籍、辅助工
具、器材、材料等商品；七是不得面向

参赛的学生、家长或老师开展培训；八
是不得借竞赛之名开展等级考试违规
收取费用。同时，将在中国境内举办
的国际性竞赛同步纳入规范管理，加
大了违规竞赛查处力度，使竞赛活动
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

下一步，教育部等部门将指导各
地认真贯彻《管理办法》要求，加强部
门合作，广泛接受监督，对违法违规竞
赛坚决严厉打击，切实规范面向中小
学生的各类竞赛活动行为，助力“双
减”落地落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 （本报综合）

校外教育培训行业
仍存 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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