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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中旬，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提醒学生家长

在支付培训费用时，不要支付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一次

支付不超过5000元限额的费用，避免退费纠纷和“卷钱跑路”风险。同时，要警

惕以“充值赠送”等方式诱导超时段、超限额收费。

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非学科类培训市场上，价格高昂的大课包仍有销

售，甚至有培训机构在还有大量家长未消课费用的情况下，在各个“老板”之间转

包，这些都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少潜在的风险。

非学科类培训行业中，大课包

早已不是新鲜事。家住北京市西

城区的李昭（化名）曾为女儿报名

位于丰台区草桥的游泳培训班，课

程都是打包卖，小课包30节，大课

包120节起。

“我咨询的时候，营销人员就

一直推荐大课包。因为折算下来

单课时价格差异巨大，我认识的家

长大多购买了大课包。”李昭说。

但是，原本想要“买大课包拉低

每节课单价”的家长们，却频频遭遇

机构跑路。李昭告诉记者，她和几

个亲戚家里的孩子所报过的钢琴、

舞蹈、演讲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班，

都遇到过“跑路”的情况，“我们整个

大家庭4个孩子的课外班，因为遇到

‘跑路’至少损失了10万元”。

“孩子八岁的时候，报了一家

街舞机构，一次性优惠缴纳了两年

费用，便宜了一万多元。但第二年

这家店就倒闭了，还差至少一半课

程没上。很多遭受损失的家长选

择走法律程序，最终官司也打赢

了，可这家机构根本没钱赔付家长

的损失。”来自河南的家长苗青说，

如今两年过去了，退费遥遥无期，

这家机构的负责人始终一句话，

“现在没钱，在赚钱还债”。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

市教育法治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

金菊看来，培训机构超额收费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培训机构本质

上具有逐利性，二是家长面临培训

机构的营销套路时容易冲动消费，

三是国家政策当前处于动态调整

期，不排除有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想

在政策完全落地前“捞一笔”。

姚金菊说，为了达到更好的

监管效果，有关部门要继续坚持

校外培训的公益性、个性化和分

类治理原则，遏制校外培训的野

蛮生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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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在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针对校外培训的提示中还专门提到，要注意缴费安

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

成培训缴费，切勿通过转账或现金等方式将培训费

用支付给除预收费资金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账户。

但记者采访了10位来自北京、河南、安徽等地

的家长后了解到，这些家长缴费时一般都是刷信用

卡或微信、支付宝转账，至于国家规定的校外培训

缴费平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

台”，他们全部表示“没听说过”、机构工作人员“也

未曾对此有过介绍”，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的钱到

底转哪了”。

在苗青提供的维权群里，一名家长展示了自

己当时的转账记录。这名家长刷信用卡缴费5100

元，订单显示入账的账户名为“河南福田百货”，而

交易类型却是“汽车加油”。据这位家长回忆，当

时还非常困惑地询问这家街舞机构的工作人员，

但对方给出的回答很模糊“就是这样的”。

姚金菊告诉记者，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

服务综合平台由教育部主办，由教育部教育技术

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进行网站运

维。平台的建设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服务行

政管理部门，为其在机构资质、培训内容、资金、

服务质量监管等方面提供服务；二是服务校外

培训机构，为其在年检年审服务、开设店铺、售

卖课程服务、信息发布服务和咨询服务等方面

搭建平台；三是服务学生家长，为其选择合规

机构，购课、约课、消课、退费、评价等提供便

利。目前，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已经

能够在线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日常监管、风

险核查、实时跟踪和在线调度管理。家长可

以通过平台网站或手机App进行注册使用。

“家长应当理性选择培训项目和培训机

构，树立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虚假宣传。一

定要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

合平台完成培训缴费。”姚金菊说，全国校

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具有“课

程核销”和“申请退款”等功能。

如何才能进一步规范培训收费行为，

强化校外培训预收费资金监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

有关部门要服务、引导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规范经营，了解家长和孩子的培训需求，

不能通过简单关停来治理问题，监管措施

要做到善治。应该从法治角度思考什么

才是好的规范、好的监管、好的社会治

理。一个好的监管会让市场更规范、合

法合规的机构得到更好的发展。

“应当明确相关主体的监管责任，建

立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多部门联动协同

执法的体制机制，特别注意发挥市场监

管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

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建议，

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地

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整理和修订，形成必要的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为

相关管理部门开展依法监

管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据《法治日报》

事实上，为防范“退费难”“卷

钱跑路”等问题，教育部门早已对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作出相关规

定。2021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

通知》，明确要求校外培训收费时

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

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

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

课时的费用。2022年 12月，教育

部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

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

意见》，再次强调了上述规定。同

时，在一次性收费的金额方面，《意

见》新增了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

5000元的规定。

但是，记者随机挑选 10 家非

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调查、询问后

发现，几乎都存在大课包等超额、

超时段收费问题，其中涉及少儿编

程、体能、游泳、网球、街舞、滑雪、

马术以及击剑和舞蹈等多个科目。

比如熊小米儿童游泳馆（北花

园店），记者以学生家长的身份来

到线下门店询问课程体系和收费

标准。其中，水训课程的价格要比

戏水课程贵得多、课程包的课时和

有效期也更长。其课程包分为24

次、48次和96次。在分别划掉对

应 的 原 价 11952 元 、23904 元 、

47808元之后并计以相应的折扣，

会员价可以 7162 元、11826 元、

18986元购买。

记者称孩子现在5岁，销售顾

问随即推荐买96次的课程包，其

有效期为18个月。顾问称：“课时

量越多，孩子肯定能学得更全面，

而且课时量越多均价越便宜。”面

对记者“96次学完之后能达到什么

效果？”的询问，顾问迟疑了一下

说，“至少保证孩子能学会蛙泳”。

功夫贝比武术搏击体能馆的

课程包则直接“大”到了 200 课

时。按照机构工作人员的介绍，48

课时在1万元左右，更大容量的课

程包200课时的优惠力度很大，2

万元便能拿下。

在快乐小马儿童马术俱乐部，

周中课单价600元至700元，周末

课单价800元左右，包含马匹费和

教练费。周中上午课包比较便宜，

特价课包24节课1.8万元，周末课

包3.98万元。

“市场价就是这样，我们这里

不算贵”“这个项目很火爆，很多家

长都带孩子来学，现场报名还有折

扣优惠”“根本不用担心爆雷跑路

问题，我们是大机构，不会有资金

安全风险”……这是记者在调查中

遇到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如出一

辙的推销用语，而其目的也是为了

推销大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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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定限额收费
商家仍推销大课包

收费行为有待规范
资金监管存在漏洞

大课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