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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报

学生感受
注意力难保集中 学习效果不太好

晚上 6 时 30 分，高二学生曦曦准时坐
在电脑前，与校外培训机构的数学老师隔
屏相见。“您留的作业里，我有两道解析几
何的题不太会解。”通过“云端”，老师书写
的解题过程断断续续地展现，曦曦认真盯
着屏幕，记下知识点⋯⋯

刚上高一时，曦曦就报了一家培训机
构的数学一对一课程。“那时还可以到培训
机构的教室里，和老师面对面交流，我也习
惯了老师的讲课方式，一直到高二都没有
换老师。”曦曦说，去年疫情发生后，一对一面
授改到了线上。虽然不用在家和机构之间来
回跑了，但总觉得线上课少了点课堂氛围。

恢复线下培训之后，曦曦又转为线下
课。结果，疫情反复，培训班再度由线下转
到了线上。这次，虽然培训机构的上课系
统改进了，老师的操作也流畅了，但她还是
不习惯。“面授的时候，老师会直接在我的
习题上批改，写下正确的解题思路，自己的
解题过程和老师讲授的解题思路，习题本
上都能体现，理解起来很顺畅。在线上改
习题，老师只能在系统里写，不能和每道题
目一一对应，而且用电脑写出来的字看起
来很费劲。”曦曦抱怨道，而且一堂课从晚
上6时30分一直上到8时30分，中间只有

两个15分钟的休息时间，长时间盯着屏幕，
眼睛也不太舒服，注意力也难以保持集中。

机构状况
线上线下一个价 学员少了三成多

小白是某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
在她看来，疫情让校外培训机构陷入了“冰
点”。尽管校外培训机构纷纷从线下转至
线上，却出现了学员流失、消费纠纷等问
题。小白告诉记者，去年疫情以来，为了能
够保持正常运营，所在的培训机构将课程
从线下转至线上，随之而来的是家长的抱
怨。“由于线上和线下的收费是一样的，有
些家长不乐意了，认为不该按照原有的价
格进行收费。然而，对培训机构的老师们
来说，上网课也不是那么容易，很多老师之
前并没有教授网课的经验，还得花费大量
时间去学习在线教学。”

英语教师刘楠所在的培训机构规模比
较大。他告诉记者，机构从去年开始就组
织老师们开展线上教学培训，让老师转变
教学观念和提升线上教学技能。今年，线
下培训再次叫停后，为了吸引并留住学员，
除了革新线上教学的技术，机构还推出了
一些增值服务，“比如，考虑到一些家长上
班没时间在家监督孩子学习，我们建立了
托管群，通过视频平台，辅导老师在线集中
管理20个学生，学生上完课可以留下写作

业，作业拍照发给老师，老师进行辅导，同
时向家长反馈学习情况。”刘楠坦言，这样
的托管服务是免费的，增加了老师的任务
量，但收获的效益微乎其微，“仅仅留住了
现有的学员，只有一小部分新生为了托管
而报班。”

监管态度
针对突出问题坚决整改到位

“很多人觉得现在的日子比疫情的时
候还要难过。”一位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向记
者表示，疫情期间，大家共克时艰，明确“停
课不停学”“线下暂时转线上”，期待着疫情
结束之后一切都会有好转。然而，近期严
格培训教育监管的呼声，让从业者们不知
道下一步该走向何处。北京市教委明确表
示，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培训机构存在疫情
防控不到位、虚假广告、退费难、超纲超前
教学、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引发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家长和学生的意见较大。针对
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有序恢
复中将进一步规范管理。对打着教育旗号
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紧盯不放，坚决改到
位、改彻底。

记者了解到，对于培训机构的严格管
理，不少机构表示拥护，“毕竟，行业好了，
对谁都好。”有机构负责人表示，解决校外
辅导乱象等社会问题的初衷是没错的，大

家也都能够配合，但是期待更为科学和人
性化的治理方案。“线下监管一从严，大家
的第一反应就是将线上作为替代方案，但
是无论对于机构还是家长来说，都未必是
件好事儿。”这位机构负责人说。

专家观点
要管理也要疏导促培训机构转型

当前，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问题成为
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代表、委员也各抒己见。中国民办教育
协会会长刘林认为，在线教育在政府管理
方面存在着主责部门不明、系统规划不够、
支持手段不多、监管力度不足等一系列现
实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如何转型发展？中国民
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卫认为，引导培
训机构规范发展，既要管理也要疏导。我
们迫切需要强化政府主导，划红线、搭平
台、给出路，促使培训机构回归正道、转型
发展、释放风险。

胡卫建议，教育部门可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引导培训机构为全日制学校
提供优质规范的教育资源，在学校特别是
薄弱学校的教学革新、课程研发等方面，以
不直接面对学生的形式进行专业服务，满
足家长“培优补差”的需求。

李祺瑶 牛伟坤 据《北京晚报》

线下培训班转线上 效果不理想还毁眼睛

家长开始不买线上培训的账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作出部署。《通知》
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考试招生工
作，积极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
一步提升考试招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确保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
作平稳、有序实施。

《通知》重点强调了五方面工作任
务。一是健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高考组
织工作机制。要求各地各校在当地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履行主体责任，
按照国家教育考试组考防疫要求，结合
实际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组考防疫工作方
案，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格落实安全保密
制度，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完善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

二是完善高考入学机会公平保障机
制。继续实施重点高校专项计划。进一
步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
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加强高考报名
资格审核，严厉打击“高考移民”，切实维
护招生秩序。

三是深化高校考试招生改革。要求

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
东、重庆等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全
力做好新高考落地各项工作，精心制定
考试和录取工作方案，确保改革平稳落
地。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坚持立德树人，
加强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查
和引导。深入实施强基计划，进一步完
善招生程序和办法，优化考核内容和形
式。大力推进高职院校分类招考，完善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
四是强化高校考试招生监督管理。

严格落实国家、省级、高校、中学四级信
息公开制度。严格落实高校招生“30 个
不得”“八项基本要求”等工作纪律，严格
执行招生计划和招生政策，严厉查处违
规行为。

五是进一步优化考试服务。会同有
关部门强化对治安、交通、卫生防疫等方
面的综合保障，为残疾人平等参加高考
提供合理便利。加强招生宣传，要求各
地各校坚持正确的教育政绩观，进一步
规范高考成绩发布和相关宣传工作，严
禁通过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
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等。

孙竞 来源：人民网

教育部部署今年高招工作：
严禁炒作“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

新学期，南陵县许镇镇中心小学乡村少年宫开设了一门新课程——糖画。
糖画以勺为笔，以糖稀为墨，在硅胶画板上绘出图画，是一项集工艺美术与美食
于一体的传统手工技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该课程由糖画研制技艺传承人
王强指导。课上，王强手把手教学生握勺、书空、临摹，再带上熬好的糖稀挨个
指导作画。糖画进校园，既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生活，也传承和弘扬了传统文
化。 方根秀 文/摄

糖画进校园糖画进校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

训长期停课，很多机构转为线上教学，一些问题

也随之而来。记者发现，目前大部分学科类培训

都以线下授课为主，转战线上之后，教师不会使

用工具、上课系统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暴

露；有的学生在体验线上授课后表示不适应，家

长也对教学效果产生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