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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培训机构发展平台实例研究
——以大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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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办学校在职教师作为基层教学一线力量，掌握着中高考最新资源。课外补习班为了争取更多学员，聘请在职教

师授课，提升品牌声誉。因此在职教师群体不仅成了民办教育机构的“摇钱罐”，更成了家长眼中的“香饽饽”。如今，超前补

课、知识商品化等问题早已让课外辅导班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而早已成为商品的补习班因不遵循市场规律而在经营发展过

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对大连市民办课外辅导机构案例的分析，对政府当前大力整顿民办教育机构提出意见并对民办

教育转型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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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连年下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愈发严重。而目前社会环境下，养娃难，养娃贵成了制约性问

题。据调查显示，有将近七成夫妻表示，培养孩子产生的教育

费用过高是首要问题。据了解，一个城市普通家庭教育费用

占全年总体收入将近 60%，而主要花费于课外辅导班的校外

支出将近占家庭教育分配总额的50%。

目前，高考制度是我国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高考作为我

国最公平的选拔考试目的是为了选出学习成绩好，应试能力

强的学生。而很多家长将希望寄托于孩子在此次选拔中脱颖

而出，从此接受更良好教育，走入上层社会。在我国基础教育

发展不成熟，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课外补习班应运

而生。作者认为，课外辅导班的作用是提升学科学习的思维

能力，掌握学习思考方法，对在学校没学懂的地方进行差缺补

漏，对学校未讲透的知识点进行巩固提高。可如今，超前补

课，知识商品化等问题早已让课外辅导班失去了它原有的价

值。变成商品了的补习班在发展中不遵循市场规律，因此在

经营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对大连市民办课外辅导

机构案例的分析，对政府当前大力整顿民办教育机构提出意

见并对民办教育转型发展提供思路。[1]

一、原因分析

自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高考作为中国最公平的竞争考

试成了广大莘莘学子的改变命运的最直接的手段。而目前我

国教育资源发展不完善，招生政策不成熟的特点导致了高校

招生生源特点呈城镇户口学子比例远大于农村户口学子，高

收入家庭学子比例远高于中低档收入家庭学子的现象。在学

历是第一通行证的时代下，通过课外补习班提高成绩无疑是

更好的选择。近年来，公办学校推行的减负工作、为实现教育

公平化而施行的阳光分班制度所暴露出无差别化的教育方

式、教学效率低等缺点也是校外补习机构得以持续发展的重

要因素。[2]

二、事例分析

大连市位于辽宁省最南端，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是

大连市支柱产业。因此，在经济方面大连市在东北地区占据着

领先地位，也决定了教育水平在东北地区有着发达优势。因此

大连市中招考试难度偏大，高考本科线分数较高，录取人数较

少。而且随着高校改革的推进，考大学变得越来越难。据统

计，大连市中招考试重点高中录取比例为30%左右，而且有将

近55%的学生没机会考取普通高中，只能去职业技术高中。同

时，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辽宁省招生比例约为5%~6%。[3]

在极低的录取率下，大连市课外培训机构找到了盈利的

出发点，大量开设中高考学科培训课程，为广大初高生提供课

外补习服务。据调查显示，截至 2019年，大连市内提供初高

中学科补习服务的民办教育机构共370多家。在如此庞大数

量下，课外补习机构所产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作为企业以盈利为首要目的课外补习班为了争取更多学

员资源，聘请在职教师授课，在职教师作为教学一线力量，掌

握着中高考最新资源。因此在职教师成了民办教育机构“摇

钱罐”更成了家长眼中的“香饽饽”。教育部近年来大力整顿

课外补习机构，从严禁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到停止校外机构学

科教学等规定。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师藏着讲，学生

偷着上。类似问题屡见不鲜。下面就分析大连市相关部门持

续不断地整顿，但问题并没有根源性解决的原因。

（一）“潜规则”多

大连市教育局多次出台关于整治课外补习班违规补课的

通知，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课外补习机构从大班制调成了

小班制，从小班制调成了一对一辅导。甚至三令五申禁止在

职教师有偿补课的情况下竟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应对检

查的是课外机构的专职教师，实际授课的仍是公办学校在职

教师。

（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课外补习机构在招收教师过程中为了降低薪资待遇往往

通过降低学历和毕业院校知名度要求的方式，达到收益最大

化。据调查，多数补习机构教师大多以专升本，自考本科毕业

生为主，毕业院校大多为国内二本三本院校。师范专业学习

不精通，不系统，未受过专业培训即上岗授课，大大降低了授

课质量。

（三）补习费用高

据调查表明，家长通常将补习班质量的好坏与补习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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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挂钩。在同等条件下，他们愿意给孩子报价格更高的补

习班，认为师资力量更强，补习效果更明显。据不完全统计，

大连市初高中大班补习每小时 70至 80元，小班每小时 90至

150元，一对一辅导每小时将近250至300元不等。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家长依旧不会顾忌购买收费如此高昂的“奢侈

品”。

三、解决措施

随着课外补习机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教育部和地方教

育局屡次出台各种政策大力整顿，但问题屡禁不止。所以，不

能只解决。问题表面现象，要深剖课外补习机构发生问题根

源，制定对策的同时又要防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问题

发生。

（一）对政府改革建议

1.深化高考改革

不断深化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根据不同地区教育资

源的发达程度研究出更合理的选拔方式促进教育资源合理配

置，实现相对公平。完善高等学历多渠道考取方式，大力支持

函授，专升本，成人教育等本科层次学历的发展，避免一考定

终身。同时，严抓高校本科毕业水平，保证我国高校毕业生质

量。[4]

2.提升职业教育地位

当今家长认为，考不上大学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好的人生。

而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我国教育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促进社会转变对职业教育的观念，培养

出高素质高水平的职业技能型人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

时，完善政府促进职业学校就业，为每年激增的职业学校毕业

生提供就业岗位。

3.建立公办学校教师奖励机制

目前，有部分城市实施了延后放学时间，对学生进行课后

辅导。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的需求在满足了安全需求生

理需求后，会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心理。因此建立公办学校教

师奖励机制可以提升教师工作热情。通过建立量化分机制，

对教师实施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优先考虑评奖评优，提升教

师工作积极性。

4.促进公办学校社会力量办学

在教师进修学校，教育学院等非基层教学单位试验实行

社会力量办学制度。利用研究员，教研员等资源开办非营利

性的社会力量补习组织。

5.完善相关监督体制机制

大力建立健全课外辅导机构违规行为投诉机制，确保投

诉人信息保密。建立健全违规违纪惩处制度，严厉打击缺失

师德道德的行为，抓好职业道德规范；同时加强对执法人员的

监督，避免执法过程中出现骂人、打人等过激行为。加强课外

补习市场价格监管力度，防止发生价格违法行为。[5]

（二）对教育机构转型建议

1.促进机构产业转型升级

将开设课程由学科类向兴趣类转变。用奥数，国学代替

传统科目，增设逻辑学，伦理学等新兴科目。提升对学生解题

思路方式及方法的培养；将产业由教育产业向书店，文具店等

零售业和学前教育，成人职业教育等方向转型。[6]

2.改变经营管理模式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课外补习机构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忽视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口碑基础的塑造和社会效应的影响。

因此要转变经营管理思路，将运营思路回归到以教师学生为

主体，以授课教书为目的，提升授课质量和水平，课外补习机

构才能长远发展。[7]

四、结语

大连市作为全国的二线城市，是港口空港枢纽之地，经济

上在东北处于领先地位，在全国经济发展处于靠前位置。教

育资源较发达，教育水平在全国居中，同时位于全国高考改革

的试点省份之一，因此研究大连市教育发展对全国教育发展

具有普遍性。

本文从大连市公办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为切入点，分析

大连市教育机构发展出现问题的原因。通过调查，发现课外

补习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聘用在职教师，收取高价补习

费用，破坏市场秩序等问题，通过结合当前国家政策、初高中

生及家长心理和本地实际情况，对地方相关部门整治民办机

构乱象行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课外补习机构长久发展提

出转型思路。作者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出帮助社会政治

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社会人，而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

只有在学习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才会让如此高价的课外补习

班对自身有效果。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治理下，课外补习机构

能成功完成转型，在与公办学校联合培养下，为国家培育出更

多的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各方面人才，为国家繁荣发展

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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