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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赟 刘俏言

看到政策的当天晚上12点，曹轶群在朋友圈宣布自己

“转行了”。随即，他拉了三个书法微信群，到第二天早上，

全部满员。

拥有浙江省名师协作组成员、特级教师工作室成员、全

国课例展示一等奖、浙江省优质课一等奖等头衔的曹轶群，

是杭州家长圈内大神级别的“科学名师”。

他的这一举动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有家长表示：追随曹

老师的脚步，教啥学啥。也有家长困惑：曹老师不教了，孩

子该跟谁接着学？更有家长担心：曹老师的培训班关门

了，会退费吗？

往年这个时候，秋季班早就结束了报名、排班和收款，

而现在大家不约而同地暂缓秋季班，已经提前收了一部分

秋季班费用的学而思和新东方，也一直保持沉默。

一位学而思的老师发朋友圈说，公司高层来给员工开

会表示：“只要有一个学生来上课，我们就不会倒闭”、“我们

要当拼命的人，而不是逃命的人”。

主打英语培训的英孚在政策出来之前分家，内部已经

转为少儿培训和成人培训的两家公司，现在选择了成人培

训领域的员工们无不大喘一口气。

而像曹轶群这样的名师，则不断地在业内“交头接耳”，

他已经收到了很多其他学科名师的私下邀约，探讨未来的

出路。

坐在钱江晚报记者面前的曹轶群，作为一个杭州名师、

教培机构的创始人，以及在教培行业 17 年的“资深人士”，

他应时“改行”的背后，意味着教培领域一场巨变的到来。

2017年，正是教培行业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彼时在

某个教育峰会上的曹轶群，听到很多资本要“all in 教育”

的雄心壮志，他从中嗅出一丝不寻常的气息——“资本过度

染指教育领域，这导向绝对有问题。”

四年之后，曹轶群看到了自己曾经预言的这一天。

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全年无休，距离2013年曹轶

群成立自己的培训机构 7 年多之后，他这列不停奔跑着的

火车被紧急叫停。于是，曹轶群决定顺势拐一个大弯，走入

一个他从未涉足过的赛道——书法培训。

7 月 30 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的文件中明确划分了

学科类与非学科类的范畴，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

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按照学科类

进行管理。体育（或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学

科，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

等按照非学科类进行管理。

书法培训，似乎是一条路子。

从科学名师到书法老师
曹轶群不仅对这个行业的未来不再抱有

太多期望，甚至预测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一系列

连锁反应——

主攻小学辅导的机构将会转战周一到周

五放学后时段，因为时间有限，课时减少，小

班课会改为大班课，周五的课价格可能会变

贵；主攻初中辅导的基本凉凉，因为学生可

以在学校晚自习，相信家长更愿意把孩子们

留在学校里；主攻高中课外辅导的教培机构

影响未知。

“头部机构忙着转型，因为他们一向都是

多个领域发展，现在无非是决定把力量暂时侧

重哪个方向；小型机构可能会去办‘小黑班’，

因为他们往往只靠一两位老师，家长们也是冲

着这几个老师而来；最惨的就是规模不大不小

的中部机构，手头有几千个学生，深耕学科培

训，转型能力不行，人力开支又大，免不了被淘

汰。”曹轶群分析。

曹轶群的这个预测得到了多位机构负责

人的共鸣。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K12 英语机

构负责人透露，低价抢占市场，然后疯狂烧钱

增加获客率的那套互联网玩法，已经是教培行

业的常态，“有些小机构已经收完了秋季班的

钱，并且提前把家长们的学费花完了。到时候

秋季班开不了，他们又没钱退给家长，后果可

想而知，家长要特别警惕。”

“很长一段时间，教培机构会处于迷茫状态”

是放弃还是转型？如何转型？理论上来

说，大量的老师从这个行业撤离，对于头部教师

而言甚至可能是好事。因为他们利用原本积累

的名气和家长资源，或许会比之前的获客单价

更高。但这也是理想中的情况，具体监管会严

格到何种地步，家长又愿意为此投入多少，没人

知道答案。

多位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教育焦虑也不会

瞬间消失，“小黑班”的形式可能会不断冒出来。

记者采访中也发现，已经有家长打算组建

“培训班小团体”，找几个同等水平的家长一起

集资，在自己家里摆上桌椅黑板，把老师请到

家里上课。

对于这群家长来说，他们很困惑，不知道

培训班没有了之后，孩子该跟谁继续补习。最

近，曹轶群就接到好多家长微信，询问他“我的

孩子很喜欢你的课，你不教了我们该怎么办？”

相反的，也有家长在和曹轶群交流时表

示，自己本来就不喜欢孩子上培训班，政策一

出，正好顺了自己的意。与此同时一个疑虑自

然而来，“但自己不上，如何保证别人家的孩子

也不上。”

“自己不上，如何保证别人家的孩子也不上”

“双减”逼着曹轶群坚持了 7 年的科学培

训事业说抛弃就抛弃，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

“最惨”的那批人。

“最艰难的其实是那些已经在行业做了很

久的中部老师。他们既没有积累起自己的名

气，获客也主要依赖自己所在的机构。影响最

大的是，夫妻俩都是干教培这个行业的。”

曹轶群身边有不少这样的老师，他们长年

研究某个单一学科，有一批稳定的生源。他们

在教育机构可以活得很舒服，但随着“双减”政

策落地，曾经的高薪可能一去不复返，培训机

构根本养不起他们。

一些以卖课为主的销售类辅导老师，转行

或许并不算困难，因为他们工作的本质是销

售，只不过卖的东西改变了而已。但教学类的

老师往往只深耕自己所教学科的知识教学，并

不是每一名老师都可以像曹轶群一样，有其他

的拿手特长可以迅速转换赛道，更多的老师只

能依旧在这个行业内寻求机会。

曹轶群本身就是一名家长，他已经将女儿从

培训班里撤出来，自己教女儿，“对于我来说，终

于可以作为一个普通小学生的家长，拥有属于自

己的亲子时光，这也算是好处吧。”曹轶群笑着说

这句话，但显然，他笑容里还是有点勉强。

“中部教师面临职业危机，会被逐步淘汰出局”

减双 政策发布首夜

7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正式发布。文件中，要求现有学科类培训

机构改为非盈利性机构，不得占用休息日，不得刊登广告，不得布置作业，

严禁资本化运作。

目前，“双减”细则还没有正式落地，杭州的教培行业表面似

乎风平浪静，八月份的暑假班大多继续开着，也没有传出退费的

消息，但水面下的变化却显而易见。

杭州一科学名师转行网上教书法
更多教培机构正在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