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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政

兴鹤清洁：

13033891162(

疏通大中型管道、便池
）

淇河家政
：3360777� 13939275900

君事达物业
(

家政
)：2168326� 13633927811

疏通各种疑难管道、便池，清理化粪池
：13103926404

疏通大中型管道、清理化粪池
：13030393419

水电改装、疏通管道、清理化粪池：

13084221448

希望家政：

3302701� 13839236648

东方家政：

3951778� 13569631600

利民家政（ 外墙清洗）疏通管道：

3298881

兴洁家政：

13033874070

玉洁家政
：13030390094� 13693925959

芳洁家政
：13033876216

舒宜家政
：13613920200� 13613920091

荣原洗衣
：3322459� 2655459

心意家政
：13569647934

金磊金属回收
：3365608� 13033878985

三灵开锁（ 开锁不毁锁）

：6663030

中通速递 ：承接国内快件
3322211� 3921666

卫生医疗

中医院
：3353120� 2659562� 2659966

第二职工医院：

2816120� 2916666

按摩医院肛肠科
：2647015� 3320085

范氏骨科
：3313380� 2612120

张志刚皮肤病专科
：13939285245

原有全肛肠科
：6988554 13839241809

鹤煤总医院
：2920000� 2960000（新区）

军分区门诊部皮肤病专科
：3322774� � 3976644

订 餐

味道名厨
：3367100

东海渔港
：3382222

燕京啤酒、雪花啤酒销售热线：

3281112� 13503921198

老根山庄
：3366666

汽车维护

鹤壁市汽校：

3367050� 13939207503

鑫昌汽修：

3338572� 13343928572

非常车饰：

3322268� 13323921658

综 合

水宜生：

13323926333

韩都汗蒸养生馆：

3302888

国画长卷《 正月》总经销
：3359666

大明眼镜销售热线：

3336036

“ 水管家”净水直饮机—您的健康饮水专家：

13939282520

黄河古陶：

3333598� 3939518

金节拍一周钢笔字速成楷书 、行书招生 ：

13663922918

“ 办公司找我”实业投资、增资、快捷诚信
13949020108

工商全程代办：大额注册、投资担保专办：

15981887272

销售安装围栏：

13303920444

供水投诉：

3368855

维修电脑、数码相机：

15839208517

佳能数码相机：

13939279001

电脑、手机靓号：

13137234555

阎律师热线
:13939255595

印象淇河原生态商务礼品：

13803927244

专办中小额贷款：

3818000

便民服务电话

暑期禁补令
三方眼中一纸空文

今年 7 月，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共同发出通知， 要求禁

止组织集体补课、 有偿

补课；要加强督导检查，

对违规补课的行为要及

时查处。

然而， 记者在近日

采访中却发现， 禁补令

下， 补课现象却愈演愈

烈。难道，教育主管部门

下达的“禁补令”真的成

了一纸空文？ 为何补课

之风越禁止越盛行？ 究

竟怎么做才能狠刹假期

补课之风， 还孩子们一

个真正快乐的假期？

记者日前随机
走访了武汉地区的
几家培训机构 ， 在
现场看到 ， 由于正
值学生暑假初期 ，

前来咨询的家长络
绎不绝 ， 带着孩子
一起过来试听报名
的也不在少数 ， 培
训报名点的咨询电
话响个不停 ， 报名
场面十分火暴。

大部分培训机
构都会打出名校、名
师的招牌，摆出以往
学员取得优异成绩
的宣传板，强调其特
色化的集中管理方
式， 通过散发传单、

手机短信 、 户外广
告、网页宣传等各种
形式吸引着家长们
的眼球。

在中南路湖北
文物大楼五楼的“ 巨
人教育” 培训机构，

负责接待的梅小姐
听说要报名，先历数
了该培训机构成立
15

年来所取得的一
系列成果，还告诉记
者尽管每年暑期班
一般都在

7

月初才
开班，但为了抢占名
额，一些培训过的学
生家长都会提前一
两个月预定名额。 梅
小姐最后还不断提
醒记者 ：“ 现在第一
期培训班已经报满
了，第二期还剩几个
名额， 再不抓紧，说
不定也报满了。 ”

当被问及对于
今年暑期三部委联
合颁发的禁补令的
看法时 ， 不少家长
表示不支持 。 孩子
刚刚升入英格中学
的叶女士对记者说：

“ 从幼儿园给孩子报
美术班 、 武术班 、

算术班 ， 到孩子入
学后报各类学科辅

导班 ， 几乎每年都
没有间断过 。 孩子
放暑假了 ， 我们还
要上班 。 孩子的学
习自律性不高 ， 把
他一个人闷在家里，

基本都把时间浪费
在看电视或上网玩
游戏中了 。 而且 ，

现在考试压力这么
大 ， 学校不组织补
课 ， 给孩子报名参
加社会上的暑期培
训班，既可以督促孩
子学习 ， 我们也放
心。 ”有学生家长表
示，对暑期培训班不
能光靠堵， 应该堵、

疏结合，组织适当形
式的假期集体活动，

能够帮助家长解决
把孩子一个人留在
家里不放心的问题。

当被问及辅导
效果时，家住汉口的
陈女士显得有些无
奈：“ 不管效果如何，

补补总没有什么坏
处。 在孩子薄弱的科
目上确实能看到一
些进步，但是成绩中
等的科目上没有看
到多大起色。 ”

此外 ， 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培训
机构负责人告诉记
者 ， 辅导班的很多
老师都是公办学校
的在职教师 。 华中
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的鲁周超校长指出，

教育主管部门禁止
公办学校补课的初
衷值得肯定 ， 但是
不能忽略的是 ， 现
在社会上的培训机
构如此之多 ， 而其
中一部分参与补课
的是公办学校的教
师 ， 实质上是将补
课从学校转移到了
社会上 ， 学生的负
担并没有减轻。

在走访中， 记者留意
到， 绝大部分培训班集中
在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 ，

时间最长可达
30

天，收费
不菲。 十堰市一家名为崇
文的培训机构， 高一课程
10

天培训
4

门科目 （ 不含
英语） ， 每人收费

800

多
元， 如再增加英语科目的
补习，还须再交

200

元。 这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也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

家住汉口的陈女士
说， 她平时也和女儿同学
的家长有过些交流， 说到

补课问题时， 都说自家小
孩课外不补习， 可实际上
却发现一起补习的大多是
同校的学生 。 她感慨说 ：

“ 现在孩子读书真的是越
来越辛苦， 但是竞争这么
激烈， 你不补习就等于甘
落人后。 ”

培训市场的红火为培
训机构和教师都带来了可
观收入。 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培训机构负责人告诉
记者，现在，许多名校老师
都在培训机构教课赚外
快， 有的还与培训机构建

立长期合作互利关系 ，学
校禁补令的颁发也促使更
多老师加入到社会培训机
构的队伍之中。

在湖北十堰市、 黄冈
市等一些地方， 因为禁补
令的颁发， 除了初三和高
三毕业班外， 其他所有年
级都已停止补课。 但在利
益驱动下， 不少老师在自
己家中开设小的辅导班，

2

人
~6

人一个班，点名让孩
子参加， 许多家长无奈地
说，由于不好意思推却，只
好花钱买人情。

对于禁止暑假补课 ，

许多学校显得十分委屈 。

不愿透露具体学校的李校
长表示， 教育部的禁补令
禁住了学校却红火了社会
培训班。 由于家长还是很
希望孩子能进行假期补课
的， 这个市场需求不会因
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几项规
定就消失， 而对于社会培
训班， 相关行政机构的管
理却很难到位， 结果是假
期补课并没有消失， 只是
从校内转移到了校外， 反
而是收费更高、 质量却得
不到保证了。

对于禁补令， 大部分
老师都认为“ 执行起来有

相当的难度 ”。 一位任教
于黄冈某中学的黄老师
说：“ 如果暑假不补课恐怕
很难足额完成学习任务 ，

开学后进度一定会赶， 但
是经过两个月的休息， 把
孩子一下子调整到学习状
态也比较难 。” 另一位陈
老师也说 ：“ 减负是好事 ，

其实我们也想休息。 可政
府部门最终考核学校、 考
核老师的标准不还是学生
的成绩么？”

禁补令让不少地方学
校很尴尬： 一方面学校要
肩负升学任务， 而升学率
直接和学校的各项评估以
及招生挂钩， 另一方面学

校要积极实施教育部的各
项措施， 响应教育部的通
知和号召。 在学校与学校
之间激烈的竞争局面下 ，

往往成为“ 上有政策， 下
有对策”。

十堰市某示范高中的
卢校长说， 教育部门的禁
补令是在维护教育的公
平 ，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
的。 但是在现有的教育体
制和应试体制下， 每个学
校都在争相抢夺这块资
源， 哪个学校没有显著的
升学成果， 哪个学校就会
被淘汰。 提倡素质教育固
然是好事， 不过就现状来
看许多方面还不成熟。

采访中 ，大部分家长 、学校
和学生对禁补令禁而不止并不
感到意外。 对此，武汉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教授胥青山认为，这一
愈演愈烈的社会现象背后，折射
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监管的无
力、无效。 这一现象并不是近几
年才有的，而是一直存在着。 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只是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 每年到了这个时
候， 发个文件说一通“ 禁止、不
许 ”的官话 ，既缺乏有力的管理
措施，又缺乏明确的惩罚机制。

有网友表示，禁补令禁不住
家长们的需求，也禁不住社会培
训班的遍地开花。 即使用行政命
令将学校组织的补课扼杀在萌
芽之中，但是社会上良莠不齐的
各类名目的补习班谁去监管？ 暑
期补课有它生存的土壤，在这个
温润的土壤上，红头文件就会显
得很苍白 ，会最终被考试的“ 指
挥棒”所击败。 只要高考指挥棒
效应还真切存在，只要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仍然稀缺，补课之风就
难以停止，再好的素质教育设计
也只能是徒劳。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副所长、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邓和
平也认为 ， 暑期培训之所以火
暴 ， 主要是受考试指挥棒的影
响，致使教育机构和学校过度追
求升学率这一硬指标。 教育部门
的愿望是好的，所定政策的出发
点也是对的，但若考试制度得不
到改善，学校、教师、家长三方面
对升学率的重视程度就不会减
弱 ， 暑期办班的现象也不会减
少。 因此国家应着手考试制度改
革 ，彻底落实素质教育 ，逐渐改
变一考定终生的现象，从制度上
保证教育质量的提高 。 与此同
时 ，社会应该树立正确 、科学的
教育观， 实现教育的完满发展、

健康发展。

（孙珂 李鹏翔）

禁补令禁而不止的背后

禁补令催热校外补课市

场，家长但求安心

收入可观，利润丰厚，老师难拒，机构难抗

学校背负升学指标，应试教育谈何减负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