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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评打擦边球规避校外艺术培训监管
机构、老师无师资上岗

观众向央视《财经调查》栏目举报，个
别网络平台出现了教唆规避教育培训机构
办学许可审批的言论，鼓吹通过注册普通
公司、打经营范围擦边球等方式逃避监管。

很多观众也将一些少年儿童在校外舞
蹈培训机构里，致伤致残的悲剧事件，举报
给《财经调查》栏目。

在多地的走访调查中，记者发现合规
运营的舞蹈培训机构，严格遵循监管要求，
将营业执照、办学许可证、收费价目表等核
心资质在显著位置规范公示，经营流程清
晰透明。

与此同时，市场中的个别商家，刻意规
避“培训”“学校”等表述，多以“舞蹈工作
室”等名称从事少儿舞蹈培训。查询这些
从事少儿舞蹈培训的商家上传的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虽标注“文艺创作”“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等易混淆表述，但均未包含

“教育培训”“舞蹈培训”等许可项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九条规定，校外培训机构必须依法
获得批准。

但在记者的走访中，这些机构都是在
无证开展教育培训的业务。市场上的某些
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商户，对授课老师的从
教规范也无要求。

报名费抽成、规避监管、虚假获奖履历
小公司藏身地下古玩城浑水摸鱼

记者输入“少儿舞蹈考级”“社会艺术
水平考级”等关键词后，网络上瞬间涌现大
量信息。一个名叫英翰教育的博主，其主
页发布了大量艺术类师资证、考级、比赛的

“合作帖”。
其中，讲到的师资证书帖子中，都提到

了全国通用、全网可查、长期有效、应对检
查等关键词。

记者约见了这个账号背后的公司负责
人，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家实名为“河
南踌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企业办公地
点，竟藏匿在郑州老城区的地下古玩城内。

与负责人熟络后，他向记者坦言，办理
高级舞蹈师资证，仅需要提交身份证正反
面，即可办理，费用为800元。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为舞蹈培训机构对
接考生的考级资源与渠道，才是他们公司的
核心业务。并且承认自己并不是官方认证
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的合规承办单位。

尽管如此，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通过
“走关系”的办法能让无资质、无备案信息
的小机构随时随地开展舞蹈考级业务。并
且承诺生源可以全部通过考级。

记者拨通了考级单位的电话询问正规
考级流程，发现原本主办单位严肃的考级
流程，在个别公司手上，却变了形、走了样。

更令记者没有想到的是，河南踌躇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直言，只要通过
他办理考级的相关业务，既不用担心孩子
水平不够拿不到证，也不必担心资质问题，

更不用考虑监管部门的检查，他都能摆平。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业务范围不

止于此，他们还为各类艺术培训机构提供商
业展演的渠道合作。舞蹈培训机构可以拿到
报名费30%的回扣，而且奖项可以自己定。

机构无资质可以挂靠，师资证明可以买卖
无视监管、明目张胆造假

记者联系上了一家位于成都市金堂县
的成都承硕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汪老师告诉记者，在金堂县，只
需挂靠有资质的培训机构，记者便能轻松
规避监管。

汪老师直言不讳，在金堂县，办学与考
级资质审查，只要没有同行举报，违规的儿
童舞蹈培训机构，很是安全。根据汪老师
的说法，金堂县有培训机构12家，但只有
两家每次考级时都会正规备案。

在汪老师眼里，家长们对考级的要求
仅仅是能拿到考级证书，只有“杠精家长”
才会询问机构是否有资质、是否合规备案。

这家成都承硕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同样
主打线上业务，全国收单，违规办理艺术类
考级的证书，并扬言通过他们渠道报考舞
蹈考级，基本上都能通过。

中国舞蹈家协会已经停止一切师资培
训业务，曾被视为行业权威的中国舞蹈家
协会师资证书，自停办后早已成为“绝版认
证”。但眼前的这家成都承硕教育管理有
限公司却能通过造假手段，为没有资质的
舞蹈教培从业者办理能够以假乱真的中国
舞蹈家协会师资证书。

简化申办流程、教唆规避监管
正规承办单位违规敛财

记者暗访自称有文化和旅游部备案的
考级承办单位江西深涧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一进门，记者见到公司数十名员工紧
盯着微信，电话里全是考级对接、证书推销
的业务。作为记者在暗访中遇到的规模最
大的机构，公司的地上、货架上堆满证书。

这家公司主推的证书是正规的师资证
书，考级的主办单位也是严肃的机构，但为了
赚钱，从业者私下简化了国家严格规定的流
程，考级业务、师资证书也同样是给钱就能办。

这家江西深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好
心”提醒记者，为了规避监管，牌匾拿到手
不要挂在大门口，否则容易招来“检查”。

在自己机构里举办考级，可以通过公
司办监考证，请朋友过来监考，打个横幅、
走个过场。

公司工作人员坦言，在当地的舞蹈培
训市场上，很多机构都没有办学许可证。
工作人员随手翻到了一本“艺术研究员”的
证书就开始推销，“只要300块钱，不用上
传本人跳舞视频，给钱就办。”

公司员工热情展示着满墙的横幅、证
书与奖牌。很难相信，一家作为官方认证
的舞蹈考级承办单位，却在公开地从事考
级违规运作与资质造假。

公司的工作人员进一步透露，在预付
费资金监管日益严格的当下，市场上的儿
童舞蹈培训机构，未消耗的课时费随时面
临着被家长们退费的风险。

为将课时费快速变现，这些无资质的
舞蹈培训机构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们的

“课时费”尽快花完，所以，他们公司就协助
这些不合规的舞蹈培训机构，通过密集组
织考级培训、大赛集训，快速地消耗孩子们
的课时，帮助这些舞蹈培训机构快速把预
收款转化成机构的实际收入。

国家明确规定校外艺术培训单次收费
不得超过60课时、3个月或5000元，但在
记者的走访中发现，违规超收课时费，已经
成了行业的普遍现象。

据央视财经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以前发表的
一篇文章被选为上海市虹口区初二语文期
末考试试题，她自己去做了一次题，却做错
了。6月30日，记者了解到，这位网友是来
自陕西西安的青年作家王彤乐。她告诉记
者，试题中的一道选择题自己做错了，另外
三道偏主观的题，自己也答得不够全面。
对此，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
则表示，会跟相关的负责部门进行反馈和
沟通。

“我的文章被出成阅读题目，而我并不
会做。”近日，青年作家王彤乐发帖称，2023
年自己发表在《中学生百科》上的一篇文章
《蓝气球和甜月亮》被选为上海市虹口区初
二语文期末考试的试题。“看了下题目，感
觉都好难，出题老师的理解太深入了。13
题的选择题我第一个排除的就是C，结果得
知正确答案居然就是C。”

记者注意到，在王彤乐发出的图片中，
《蓝气球和甜月亮》成为了阅读理解中的阅
读材料，注明有删改，共设了4道题（12~15
题），共15分，其中13题是选择题。

“在社交媒体上，有上海的考生在我的
评论区里跟我说，我这篇文章被用为他们
这学期统考的考题了，我才知道。”6月30
日，王彤乐告诉记者，《蓝气球和甜月亮》这
篇文章是自己在2022年写的，2023年发表
在《中学生百科》上，后来被《青年文摘》杂
志转载。“这篇文章是对我童年时期一段戈
壁生活的真实记录，所以写作的过程中并
没有考虑太多，都是凭感情去写的。”

王彤乐告诉记者，这4道题中，她的选
择题做错了，剩下三道偏主观的题答得都
不太全面。“其实，我从小语文阅读理解并
不太好，而且我一直感觉应试阅读与写作
是两码事。我和朋友还讨论了一下，这些
题目都很纠结，如果我去答题的话应该不
比大多数考生考得好。”

王彤乐自己做错的题是第13题选择
题，题目为：下面对第⑦段画波浪线句中三
个“穿过”的表达效果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______（2分）：

A.以排比的方式展现了老人骑着自行
车绑着气球一路前行的景象。

B.形象地表现了那些气球在天空里漂
浮之轻快自在。

C.具体展现了西北戈壁独特的自然景
象和生活环境。

D.烘托了“我”看到梦寐以求的气球时
内心的激动、渴望和向往。

这道题，王彤乐第一个排除的就是C，
但正确答案就是C。在阅读材料中，第⑦段
画波浪线的句子为：那些色彩鲜艳的气球
在雾蒙蒙的天空里漂浮，穿过树林、穿过羊
群、穿过低矮的房屋。

记者注意到，试题中的《蓝气球和甜月
亮》注明了有删改，会不会因为删改过后，导
致答案不同？对此，王彤乐认为不会。“主题
没有变，只是删改了一些文字。”不过，王彤
乐也同时表示：“我感觉这样的情况也算正
常，我小时候做阅读理解时就常常在想，那
些作家真的完全能做对自己文章的阅读理
解吗？语文考试也是一种逻辑考试，我也理
解大家所说的‘文章一写出来就不属于作者
本人’这个观点，所以觉得挺有趣的。语文
阅读理解本身就没有所谓的标准。”

针对此事，6月30日，记者以学生家长
的身份致电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教育局主要是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并非直接命题、组织考试的部门。

“这个反映情况很好，我们会跟相关负
责的部门进行反馈、沟通，具体去了解一
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时，这
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命题的过程都是规范
地进行。“如果有什么想法，哪怕是争议，都
是可以探讨的。”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杨四海

央视起底舞蹈培训市场乱象央视起底舞蹈培训市场乱象：：

无证办学规避监管无证办学规避监管
已致多名儿童伤残已致多名儿童伤残

文章被选为初二考试阅读题 作家本人却做错了

别再让“无证舞蹈培训”
伤害孩子

机构无资质可以挂靠，师资证明
可以买卖，演出比赛、考级证书也可
以随意“安排”，这俨然就是一条闭合
的造假产业链。而在某些网络平台
上，则出现了教唆规避资质审批、逃
避监管的“教程”。从招揽业务到培
训，再到考级、颁发证书，这当中的每
一环都要有假必打、有责必究。

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培训机构进
行教育培训活动，属于非法经营。
不仅可能面临警告、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等处罚，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
后果的，还可能构成犯罪。如报道
提及，多名学习舞蹈的少年儿童伤
残，对相关教培机构的民事责任和
刑事责任都不能放过。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家长的要
求仅仅是能拿到考级证书，并不在
意培训机构是否有资质、是否合规
备案，这让后者有恃无恐。这也提
醒广大家长，不能为了一纸没有多
少含金量的考级证书，就将孩子置
于安全隐患之中。合法合规、货真
价实，不仅意味着可靠的专业性，也
意味着安全性的底线。

涉及孩子的身心健康，绝无小
事。须知，当孩子们在这类虚假培
训中成长，不仅身体有被损伤的风
险，对其世界观、人生观的塑造，恐
怕在潜移默化中也有不小的影响。

塑料树上结不出真果实。处处
造假的所谓培训机构，也难以培养
孩子的技能和情操，只会耽误孩子、
误导孩子。别再让“无证培训”伤害
孩子了！ 据澎湃新闻

央视记者调查发现，眼下市场里一些教培机构
悄悄玩起了“文字游戏”，将“培训机构”包装成“舞蹈
工作室”，通过注册有限公司，打擦边球规避监管。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假舞蹈培训机构里，
大量充斥着无教师资格证资质的假舞蹈老
师，这些无证办学、无证教学的儿童舞蹈培

训机构，已经导致多名学习舞蹈的少
年儿童发生伤残事件。

“舞蹈工作室”工作人员

学生在“舞蹈工作室”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