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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在青
成功举办

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主办，

山东省教育厅和青岛市政府承办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于2021年7月1日－7月

17日在青岛举办，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届全

国学生运动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出席开幕式。

●两项教育年度市办实事圆满收官

开工建设20所幼儿园和30所中小学，总建

筑面积约 95．7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66．86 亿

元，扩增基础教育学位3．86万个，进一步满足

适龄儿童就近入园需求，有效提升中小学硬件

设施水平、增强学位供给能力；市、区两级财政

共筹措资金1585.20万元，对全市215所 300人以

下农村小规模中小学校食堂实施运行补助，惠

及学生3.4万名，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学生营养午

餐质量。

●青岛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正式开通

青岛市教育局与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合力打造

青岛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2021年6月17日，教育

频道正式揭牌并开播运营。频道立足解读教育政

策、回应市民关切，传播教育声音、讲述教育故事，

为广大岛城学生和家长提供专门专业、全时全员、

全程全效的教育政策解读和民生互动渠道，搭建

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的沟通平台，助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一网通办”
20余万家长“零跑腿”

青岛建成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平台，实现
14项数据20个接口接入平台，切实解决了传统义
务教育招生中家长现场集中排队、耗时过多、往返
多次、证明材料繁杂、学校审核环节多、材料甄别
难等问题，实现了全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一网通
办”，家长报名“零跑腿”学生入学“零证明”。

●《青岛市学校安全管理办法》颁
布施行

《青岛市学校安全管理办法》于2021年3月1日
起施行。《办法》立足青岛市学校安全工作实际，坚
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界定政府、学校、家庭、社会
等各方的责任与义务，细化安全教育培训内容，明

确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制度要求，规范应急处置与

事故处理，为加强学校安全管理、维护正常教育教

学秩序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积极推进联盟办园，优质园占
比提升至60％

充分发挥联盟办园的平台作用，将优质园创

建作为联盟办园的主要目标，发挥主体园的示范

带动作用，“一园一案”对薄弱园实施精准帮扶，实

现薄弱园的迅速提升；高标准组织省一类（市示

范）幼儿园认定工作，共新认定省一类（市示范）幼

儿园506所，至此，全市优质园数量达到1520所，

占幼儿园比例达到60％。

●聚焦“三大革命一项治理”,青
岛“双减”工作成效显著

通过实施教学质量提升、作业管理水平提升

和课后服务质量提升三大革命，全面提升校内教

育教学质量；深入实施分层、分类、分流教学改

革，加强“五项管理”，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

崂山区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化作业管理做法成

功入选教育部“双减”全国十大案例。全面推行

课后服务“5＋2”模式，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参与学

生达到62.7万人；深入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严

格规范校外培训，推广使用全省首家民办教育智

能管理服务平台。

●创新“三长”见面长效机制

在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创新开展家长、校长、局

长“三长”见面活动，以家长、校（园）长、局长“三

长”为核心，处长、科长、学校干部、家委会主任等

“多长”共同参与。2021年，全市3000余所中小学

幼儿园组织“三长”见面，累计1万余名局长、校长、

机关和学校干部，13万余名家长参与，为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奠定了坚

实的群众基础。

●第56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
在青举办

2021年 5月 21-23日，第56届中国高等教育

博览会在青岛成功举办，以“跨界聚合·交叉融

合：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规模创多项新高。期

间，青岛市人民政府与山东大学共同主办了“第

二届中国城市与高校发展大会”，赵豪志市长致

辞并介绍了我市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经

验做法。驻青高校校长、专家等 10 余人次为会

议论坛作了主旨报告或专题报告，青岛大学选

派450余名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充分展示了青

岛高等教育的风采。

●全国体教融合座谈会在青召开

2021年7月13日，全国体教融合工作会议在青

岛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

席。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青岛二中、青岛实验高

中、城阳区第二实验初中、青岛嘉峪关学校四所学

校。在会议交流发言环节中，赵豪志市长代表青

岛市作了题为“夯实基础做优特色推动体教融合

工作创新发展”的典型发言。本次会议充分展示

了青岛学校体育及体教融合工作的成绩和青岛教

育改革的成就，为青岛学校体育工作发展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

有的平均降幅过半，有的一节课最低不到10元

……近日，多地陆续出台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

准，校外培训机构“限价令”正式落地。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

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

通知》，各地要在2021年底前出台校外培训收费政

府指导价管理政策。各地新的课时费基准价格多

少？“限价令”影响几何？

各地按区域班型分档最低不到10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省市公布的指导价中，

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最高为每生每课时80元，最低

不到10元，大部分集中在20至50元之间；规定收费

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不限。相比之下，各地制定

的网课指导价差异则相对较小，每生每课时大多在

15至20元。

各地出台的收费标准，大多按照不同行政区

域和班型划分为多个档次。如北京市、上海市

规定，线下 10 人以下班级为每人次 80 元/课时，

10 至 35 人班级为每人次 60 元/课时，35 人以上

班级为每人次40元/课时；上述三类班型线上统

一为每人次 20 元/课时。山西省则按照太原市

城区、其他 10个市城区、县区等三类行政区域确

定收费标准，义务教育阶段每人每课时收费从9

至28元不等。

记者注意到，各地普遍要求面向普通高中学生

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执

行。河北省提出，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线

下高中学科类培训，参照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标准按

1.3倍的系数折算。山东省则规定，30分钟的普通高

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线下收费标准为每人次18

元/课时，相较于义务教育阶段每人次16元/课时有

一定幅度的调升。

收费标准是如何确定的？记者采访了解到，各

地学科类校外培训限价政策从酝酿到出台历时数

月，总体指导原则是在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公益属

性的前提下，统筹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

庭承受能力等因素，参照平均培训成本来确定基准

收费标准。

一些省市在出台政府指导价前，广泛征求了

社会各界意见。在2021年秋季开学后，湖南省张

家界市就抽取了 31 家培训机构进行了收费标准

成本调查，并举行定价方案论证会，在此基础上

确定试行价格；海南省发布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

标准相关事项的征求意见稿，在充分听取社会各

界意见后，将不同班型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价

从每人每课时25元、7元、5元，分别调整为25元、

10元、7元。

校外培训学费大降家长有高兴有担心

相比以往动辄上百元的课时费，限价之后的校

外培训价格更显“亲民”。湖南省发展改革委提供

的统计数据显示，较“双减”政策实施以前，当地学

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平均降幅约为31.5%；山西

省发展改革委估算，新的收费标准实施后，全省校

外学科类培训收费由此下降40%至65%。

社会普遍认为，限价政策有助于遏制校外培训

机构过度逐利行为，促进公益属性回归。重庆市涪

陵区家长谭女士说，按照政府公布的限价标准，孩

子的培训班学费可以省下近一半，收费方式也由以

往的按学期收费改为按月收费。“课时费限价后，一

学期下来就能节省四五千元。”

包括限价政策在内的“双减”组合拳，正在重构

教培行业生态。记者在重庆主城区走访了解到，

“限价令”出台后，课时费从之前的一两百元降到最

高一节课40元，加之“双减”以来周末和寒暑假不能

开课，多家学科类教培机构的校区面积和学员规模

缩减，一些经营者坦言正考虑退出，或者转型做艺

术、体育等素质类校外培训。

一些继续经营的培训机构已按照限价政策收

取费用。“我们上个月刚完成了‘营转非’，还是想继

续做下去。”陆丽丽是江苏省盐城市一家学科类培

训机构的负责人，她告诉记者，自己的收费标准比

政府指导价低，算下来平均每课时不到20元，“现在

同业竞争比以前小了些，再加上此前攒下的口碑，

还是有生存空间的”。

记者调查发现，限价政策执行后，一些让孩子

继续参加校外补课的家长也有担忧。“过去培训机

构都是高薪聘请名师，限价后还能不能留住好的师

资？”太原市民白女士担心课时费降价后培训机构

难有余力做课程的研发与更新，教学质量会随着补

课费用的减少而下降。

此外，还有家长担心教培机构降价后，高收费

的私教“冒泡”“抬头”。据业内人士透露，“双减”之

后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表面上注销了办学资质，但实

际换汤不换药，走高端托管路线，以课外托管的名

义行学科类校外培训之实。记者在太原等地采访

发现，一些从校外培训机构流出的老师做起了“一

对一”上门家教，收费也水涨船高，从过去一小时

200元左右涨到500元甚至更多。

加强“限价”落地情况跟踪监测

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营转非”到加强预收

费监管，从限定补课时间到整治超前超纲补课，校

外培训“限价令”是“双减”落地的重要一环。各地

经济发展、教育资源不均衡，以及家庭收入水平、消

费意识、教育重视程度存在差异等，对政府指导定

价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期各地公布的义务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基

准价中，海南35人以上班级为每人次7元/课时，

广西35人以上班级则为每人次30元/课时。有网

民提出疑问，相邻的两个省区，经济发展和家庭收

入消费水平差异并不太大，为何课时费标准相差

几倍？

目前，各地公布的政府指导价处于试行期，
其落地和执行效果仍有待观察。专家建议，相
关部门应加强对学科类培训市场情况的跟踪监
测，待市场情况稳定后，根据需要适时调整政
策。记者梳理发现，一些地方在政策制定过程
中已“预留空间”。武汉市发展改革委在征求意
见稿中提出，该政策有效期 3 年；张家界市则在
正式发文中规定试行期2年，为后续政策调整提
供明确依据。

“政府指导价需要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

才能让校外培训行业有序良性发展。”西南大学教

育学部教授范涌峰建议，各地在出台政策前应开展

全面深入调研，充分掌握当地培训机构数量、规模

类型、课时数量、教师数量、经营收入、成本、原收费

标准、培训人次等情况，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合

理制定收费标准。

重庆市人大代表张维淑等建议，相关部门在

定“限价”的同时更要“重监管”，一方面鼓励收费

方式创新，积极推行“先培训后收费”“一课一消”培

训收费模式，另一方面依法严厉查处超过政府指导

价收费、超范围收费等违规行为。 据新华社电

校外培训“限价令”追踪：有的降幅过半，有的一节课不到10元

为“好教育 好学校 好校长 好教师 好学生”点赞2021青岛教育总评榜十件“青岛教育大事”揭晓
1月5日，“2021青岛教育总评榜”颁奖活动举

行，此次颁奖活动以“锐意进取新时代 奋力实现

‘五个好’”为主题，对全市教育系统有关人员和单

位获得的全国级、省级、市级有关奖项进行了总

结，并公布了2021年度青岛教育大事。

颁奖活动以“五个好”理念为统领，分五个篇

章进行。在“好教育”篇章中，市南区、市北区、崂

山区、西海岸新区、城阳区及平度市展示了所获奖

项。2021年，崂山区入选教育部学校落实“双减”

十大案例；西海岸新区入选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

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区；城阳区入选全国中小学劳

动教育试验区；市南区、平度市、市北区入选山东

省首批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示范区。

在“好学校”篇章中，青岛电子学校、青岛华夏

职业学校及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展示了所获

奖项。2021年，青岛电子学校和青岛华夏职业学

校荣获教育部第二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

培育单位；平度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荣获农业农

村部、教育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此外，在

这一篇章中，荣获2021年度青岛市中小学五星级

阳光校园的学校展示了所获奖项。

在“好校长”篇章中，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校

长王先军、青岛电子学校校长崔西展、山东省青岛

第九中学校长孙睿及青岛沧口学校校长李雅慧展

示了所获奖项。2021年，王先军、崔西展荣获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孙睿、李雅慧荣获2021年度

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在“好教师”篇章中，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一中

学刘光尧、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高保卫、平度市田

庄镇张舍中学王吉忠、山东青岛卫生学校吕晶、山

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张禹、青岛启元学校周韫轶、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相佃国、青岛市黄岛区

积米崖中心幼儿园管延伟、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王美荣及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王斌展示了所获奖

项。2021年，刘光尧、高保卫荣获全国教学名师；

王吉忠、吕晶、张禹、周韫轶、相佃国、管延伟荣获

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王美荣、王斌荣获山东省教

育系统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

在“好学生”篇章中，胶州市职业教育中心学

校王凯、王治勋、蒋辉、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徐亚楠、陈冠、6名2020学年高中阶段省

级优秀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学生代表、青岛实

验高中足球队队长孙唯嘉、青岛实验高中足球队

教练徐翔、青岛中心聋校褚衍霖、卢玉浩、李欣毅

展示了所获奖项。2021年，王凯、王治勋、蒋辉、徐

亚楠、陈冠宇荣获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1239人荣获2020学年高中阶段省级优秀

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青岛实验高中足球队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上获得中学

男子组冠军；褚衍霖、卢玉浩、李欣毅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跆拳道品势

比赛金牌。

在颁奖活动现场，青岛一中演奏了《F大调弦乐

四重奏》，青岛市市南区少年宫合唱团演唱了《我的

创意我的梦想》，青岛市教师合唱团演唱了《追寻》，

青岛市李沧区实验小学表演了舞蹈《小海军的

梦》。伴随着精彩的歌舞表演，2021青岛教育总评

榜拉下帷幕，“五个好”是一个整体，也是青岛教育

努力的方向，在新的一年中，青岛教育人将不忘教

育初心，牢记教育使命，继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21年度“青岛教育大事”

“2021青岛教育总评榜”颁奖活动，高中阶段省级优秀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学生代表上台领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