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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
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的通知》。通知旨在规范公办
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简称“公参民”学
校），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要求各地不得再审批设立
新的“公参民”学校，公办学校
不得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名
义开展选拔招生或考试招生，
现有“公参民”学校在两年左右
时间或“转公”或“独立”或“停
办”。

规范“公参民”
学校工作的总体思
路和要求

总 体 思 路 是 着 眼 建 设 高
质量教育体系，维护教育公平
性和公益性，让人民群众享受
更优质教育资源，切实减轻家
庭 的 教 育 负 担 ，缓 解 教 育 焦
虑。

总体要求，一方面，指导各
地以区域义务教育发展规划为
抓手，着力增加优质公办义务
教育资源供给；另一方面，推动
理顺现有“公参民”学校的体制

机制，规范公有教育资源的使
用。

通知的适用对象

通 知 的 适 用 对 象 包 括 三
类：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民办
义务教育学校；公办学校与其
他公有主体合作举办的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公办学校与其他
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民
办义务教育学校。

“公参民”学校转
为公办学校的要求

“公参民”学校具有以下
四种情形的，转为公办学校：
一是公办学校单独举办或者
公办学校与其他公有主体合
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应
转 为 公 办 学 校 ；二 是 公 办 学
校 与 其 他 社 会 组 织 、个 人 合
作举办的“公参民”学校，经
协 商 一 致 且 条 件 成 熟 的 ，可
以 转 为 公 办 学 校 ；三 是 既 有
居 住 社 区 配 套 建 设 的“ 公 参
民”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 转 为 公 办 学 校 ，也 可 通 过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方 式 提 供 学
位、继续办学；四是公办学校

与 其 他 社 会 组 织 、个 人 合 作
举办的“公参民”学校，不符
合“六独立”要求且难以整改
到 位 的 ，可 视 情 况 转 为 公 办
学校或终止办学。

“公参民”学校
继续办民办学校的
要求

由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
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民”
学校，办学条件符合“六独立”
要求，可继续办民办学校；办学
条件不符合“六独立”要求，但
限期可整改到位的，也可继续
办民办学校。

“公参民”学校
终止办学的要求

由 公 办 学 校 与 其 他 社 会
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公参
民”学校，办学条件不符合“六
独立”要求，且限期整改不到
位无法继续办学，可视情况将
其转为公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对于终止办学的，各地要按照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制 定 具 体 办
法。

不再审批设立新
的“公参民”学校

通知要求，各地要根据本
地经济社会发展及适龄儿童、
少年数量和分布等因素，抓紧
编制区域义务教育发展规划，
着力增加优质公办义务教育资
源供给，保障就近入学，不得再
审批设立新的“公参民”学校。
公办学校也不得以举办者变
更、集团办学、品牌输出等方式
变相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公办学校能向
民办学校派教师吗

在规范公有教育资源使用
方面，通知强调，地方政府和公
办学校不得向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新增派具有事业编制的教职
工。已经派出的，分阶段分步骤
有序引导退出。各地根据实际
情况，可设置过渡期，分类管
理，稳妥推进。此外，公办学校
应当增强品牌保护意识，规范
学校名称、简称的使用，不得违
规输出品牌。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也不得利用公办学校品牌开
展宣传或其他活动。

规范招生要求

通知指出，公办学校不得
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名义
开展选拔招生或考试招生，民
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公办
学校或者公办学校校区、分校
的名义招生，也不得以借读、
挂靠等名义变相违规招生。

对公办学校投
入到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的教育资源如
何要求

规范公办学校投入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的教育资源，主要
有以下要求：一是公办学校将
土地、校舍、教学仪器设备等国
有资产提供给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使用的，应当落实国有资产
评估管理使用等有关规定；二
是规范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派
出教职工的行为；三是公办学
校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提供服
务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履行审批程序后签订协议。

据新华社

八部委印发通知，留给“公参民”学校的时间不多了

2年左右或转公或独立或停办

2021年的暑假即将画上句
号。从暑期托管的普惠式推广，
再到“双减”政策的高规格发布，
学生、老师、家长、学校、教培机
构……身处教育网络中的每个
角色都在短时间内感受到重大
变化。

如今，“双减”政策正式落
地一个多月了，作为“双减”工
作 试 点 城 市 的 广 州 ，在 这 个

“试行政策”的暑期窗口期，学
生、老师、家长们到底经历了
什么？

学生
有人拍手称快
有人坦言“吃不饱”

7月24日，“双减”政策正式
发布。政策要求全面压减中小学
生作业总量和时长、校外培训机
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
训等。

刚从小升初“杀出重围”的
小艺告诉记者，“双减”让她松了
一口气。小艺说，她从一年级开
始就参加各种课外拓展和培优。
对于“双减”政策下不能在周末、
节假日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
训的规定，小艺给了一个大大的
赞。“我最爱看科幻类小说了，放
假终于有时间看书了。”

从小就是“学霸”的高一学
生小林表示：“鞋子合不合穿只
有自己知道。”小林告诉记者，校
外“加餐”是根据自己的学习状
态和兴趣爱好做选择，所以他觉
得自己的学习负担并不太重。

“如果一定要追求绝对的平均，
那我担心学有余力的学生会‘吃
不饱’。”

家长
点赞“官方带娃”
期望学生评价更多元

不少双职工家庭对于暑期
“官方带娃”拍手称快。家长李
女士工作很忙，孩子即将升入
小学六年级，面对小升初的压
力，在暑假前一个多月，她已经
给孩子报好了语文、数学、英语
三科的校外培训班。“整个暑假
时间排得挺紧的，为了让孩子
放松一下，我们还在暑假初期
安排了一次外出旅行。如果早
点通知暑期校内托管，我们可
能会尝试着让孩子在学校完成
暑期作业。”

王女士是广州一名高校教
师，她认为自己的孩子比较幸

运，正好赶上了“双减”政策，“我
觉得‘双减’对于我家这样的孩
子来说是一种解脱。”王女士告
诉记者，大多数家长对“双减”政
策的效果仍在观望，“其实我们
就是特别希望学校能够多维评
价孩子，而不只是用分数来衡
量。那些经历过小升初或者即将
小升初的家长之所以如此焦虑，
关键还是学校在选拔学生时主
要看重成绩。如果学校能改变评
价学生的尺度，家长的焦虑才能
真正缓解。”

学校老师
看好“双减”落地
走出教育“内卷”怪圈

“双减”政策一出，不少老
师纷纷点赞。广州某中学语文

老师肖老师觉得，不少学生从
小在校外补习过度了，上了高
中就目光短视，急功近利。2015
年高考，他所教的两个班语文
平均分都超过 120分。对于肖老
师来说，这份成绩单，既是对他
冒险试水、苦心坚持三年“深度
阅读”的交代，也是他“用阅读
而非纯应试训练提高语文素
养”理念最有力的注脚。在被

“短平快”的功利主义控制下的
中学课堂教育中，肖老师的尝
试有着特别的意义。

与肖老师有同感的老师不
少，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学生过多
的课外补习和刷题与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不少老师也都曾建议学生减少
校外培训，跟着学校老师的步伐
走，但因为陷入“内卷”怪圈，人
人都不敢停下参加校外培训的

步伐，学校老师的苦口婆心劝说
也收效甚微。

现在，他们看好“双减”政策
的落地，因为这更加突出了学校
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

校外培训机构
关停、调整、转型
等待政策明朗

位于广州天河区岗顶的华
晟大厦周围，几乎云集了广州最
主要的几家教辅机构。以往的周
末，这里人头攒动，大厅里的三
部客梯远远满足不了家长和学
生的需求，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每次在高峰期去 20楼以上的机
构陪孩子上课，电梯至少要等
10分钟。

“ 双 减 ”政 策 下 ，不 少 学
科 类 培 训 机 构 相 继 关 停 、调
整、转型。仍想活下去并且尚
有余力活下去的校外培训机
构选择了转型，素质教育、校
内 外 托 管 、职 业 教 育 成 校 外
培训机构转型升级的三大关
键词。

据了解，新东方、好未来、
卓越教育等企业均已加大对
素质教育的布局。比如北京新
东方成立素质教育成长中心，
专注学生五育目标发展要求；
今年下半年以来，好未来接连
调整品牌结构，推出励步儿童
成长中心和系列素质教育新
产品；卓越教育今年不断深化
探索“素质教育 +社区”新模
式，在围棋、舞蹈、美术等领域
完成品牌布局。

据《羊城晚报》

“双减”政策下第一个暑假将画上句号，学生、老师、家长感受如何？

校外“加餐”学生看法不一 走出“内卷”老师纷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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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