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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 IT培训市场的管
理有两种模式：一种连锁管理，一种家族管理。
而职业培训的老师的来源，要么招聘大学毕业
生或有些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留校毕业生。

“在申请办学的时候，主管部门是要求学校
配备有教师资格的人，但实际上在职教师是不是
都具有教师资格证？当然，对这个新兴的行业，
也没有地方去考这个行业的教师资格证。”对培

训市场很熟悉的业内人士董先生，转行后对 IT
培训市场似乎看得更透：IT培训学校办学时间
普遍较短，学校也没有太多积淀，很难在短时间
内培养出合格的管理人才。另外，国家政策的扶
持力度上无法和大学、中专、技校相比，很难吸引
真正的高素质人才，所以留校的毕业生走上教师
或生活老师岗位的现象比较普遍。

而更多的机构负责人则表示，民办 IT培训
机构当前面临国家政策扶持、高素质教育管理

人才、教学人才的匮乏，以及资金短缺等多方困
难，尤其是社会对民办 IT教育的认可度还比较
低；民办 IT培训机构要想快速发展，就得踏实、
努力解决好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把教
学质量放在首位，不断培育出高质量的满足社
会需求的人才。“如果只是急功近利，追求眼前
利益和盲目追求发展速度，那么发展的前景很
令人担忧。”华育国际河南校区的校长林向颖表
示。

诚信才能赢得IT培训大市场市场
无论是IT培训机构的经营者，还是参加培训的学员，在记者对

IT培训行业的多次采访中，一些被采访对象曾谈及目前培训市场
缺乏管理、收费标准和教学内容缺乏统一、广告宣传误导消费者
等，对郑州IT培训市场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这种情况的存在，使
得部分培训机构不仅仅经营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还影响到了教
学质量和其他正规培训机构的正常发展。”一业内人士不无担忧地
说。

晚报记者 唐善普

不可否认，当前的 IT培训市场蛋糕确实是
越做越大，但因为进入的门槛低，机构也在日
益增加。他们之间争夺市场份额的激烈程度
也在不断升级。各类机构使出浑身解数，在竞
争策略和促销手法上求新求变：对会员推出折
扣优惠，或对优秀学生推出高额奖学金制度，
或打出免费试听牌，或推出贫困生减负学，还
有不满意退费……总之是你优惠我就让利，你
办“就业”班我就办“全能”班。“你不这样做，别
人也会这样做。”东风路上一个培训班的负责
人无奈地表示。

回顾一下 IT 培训机构曾用到过的方法就

不难发现，方法是多样的，竞争是残酷的，但社
会效果的持久性却是不如人愿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职业教
育日渐深入人心，但在找工作时，正规大学的
文凭仍是求职者的‘敲门砖’。”业内人士董
先生分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熟悉市场
行情、眼光独到的 IT 培训机构经营者，开始
采用套读大学文凭的方式推广自己。这些年
已开始多了起来，既学到一技之长又能拿到
不错的文凭，所以“套读文凭”的方式就有了
更多的市场。记者了解到，这种将职业教育
与大学教育进行捆绑的方式并不是个案，有

些教育人士认为“不失为一种好的办学模
式”。

据一些机构的负责人透露，为了抢占市
场，一些办学条件不怎么样的少数机构，采取
了恶性竞争的手法，如变相“卖”学生、重金挖
墙脚抢讲师，或在家长和学生咨询的时候相互
诋毁，还有些装扮成受害学员，通过网络恶意
中伤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生，一方面说明
了 IT培训市场的竞争态势更趋白热化，另一方
面也表明了市场需加强管理的迫切性和重要
性。”摩托罗拉（中国）工程学院河南授权培训
中心总监杜军接受采访时认为。

争夺市场：办学手法各显神通

如果说经营者的正当或不正当竞争手段是
为“利”的话，那么，更无奈的则是夹在这中间的
学习者，谁来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权威的参考
和作为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呢？

去年，一个朋友来自新乡的老乡，初中毕业，
想学电脑方面的技术，然后凭一技之长找饭吃。
这个老乡对我们说：“我就是想寻找一家适合于我
实际情况的电脑培训机构。我没有时间去一家家
地问，也收集了一些广告，但也不知道上面说的能

不能当真。”应该说，“如果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
证，或者说学校的承诺没有兑现，我们应去找哪个
部门去讨说法”的疑问并不过分。因为这个老乡
曾在外打工两年，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切身权益，
才有此一问，而更多的学生在记者“想没想过万一
受骗后咋办”的疑问中，表示“没想过”。

而当记者问及学员关心的一些问题：如教
学软硬件的保证、师资力量的配备、承诺就业及
薪酬的兑现……受访的一些培训机构的负责人

要么大包大揽的“有保证，没问题。”要么笑而不
答或“顾左右而言他”。

“这其实是一个诚信问题。它关系到 IT培
训市场的未来发展。”业内人士高健担忧地表示，
对 IT培训机构而言，就业牌仍是他们吸引学员
的最大王牌。一些 IT培训机构动不动对学生宣
称“包就业”、“高薪就业”、“90%推荐就业”，至于
在两三年后，谁能真正地保证这些承诺全能不打
折扣地实现？

学员：我能得到这些承诺吗

业内观点：加强管理是关键

郑州师专
启动“法庭进校园”活动

为了增强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10月22
日上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进校园”活
动在郑州师专举行。

此次审判完全按照正常法庭程序，进行了
开庭、法庭调查、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四个阶
段。通过公诉人、委托律师、辩护律师及被告人
的一系列问答，为广大师生现场展示了真实的
法庭审判程序。据悉，学校还将举办“检察官面
对面”、“法律咨询”等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郑州师专校园记者 张涵秋

河南中医学院
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评选获佳绩

10月24日，河南中医学院大学生“小小座右
铭，人生大方向”文化教育活动在全国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成果评选活动中荣获省教育厅二等奖。此
项计划自 2006 年就已经开始实行。其做法是
同学们把自己的人生座右铭记录在一块小小的
名牌上并带在身边，以时时激励自己努力拼搏、
积极奋斗。 河南中医学院校园记者 王芳

河南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迎新晚会

10月29日，河南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系举行“科学月”暨迎新晚会。整场晚会节目
形式各样，精彩纷呈，舞蹈《霍元甲》激情四射，
小品《哥哥妹妹》感人至深，师生合唱《改变自
己》则把晚会推向高潮。

河南工程学院校园记者 汪守歌 张晨露

河南农业大学
英语专四通过率达83.93%

日前，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统一考试
（TEM4）成绩揭晓，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学生成绩斐然，总通过率高出全国平
均水平 22 个百分点。在 2008 年 5 月举行的全
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统一考试中，全国高校英
语专业四级平均通过率为 61.93%，而我校通
过率达 83.93%，良好率（70分以上）占通过人数
的20.8%。 河南农业大学校园记者 杨海州

郑州大学软件技术学院
第二届书画展开展

日前，由共青团郑州大学软件技术学院委
员会、郑州大学软件技术学院学生会共同主办
的第二届书画艺术展在郑州大学北校区拉开了
帷幕。本次展出为期7天，丰富了校园文化，加
强了书画爱好者之间的交流。
郑州大学软件学院校园记者 郝艳艳 魏润华

热烈而狂野的《非洲舞》，欢快而自由的《美国舞》，婉曲而缠绵的器乐舞
蹈《蝶·梦》，被称为“国宝、绝活、奇观”的川剧《变脸》、神奇而威震的少林功夫
《盛世雄风》……11月1日，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精彩纷呈的节目令在
场的观众如痴如醉，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

奥运会圆满结束了，一场被称为“奥林匹克校园文化盛会”的“第10届西亚斯
国际文化节”于10月27日～11月1日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举办。据了解，
西亚斯每年都要在新生入校后举办国际文化节，每届为期一周，和许多高校的艺
术文化节不同，在创立、管理、运行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由该院师生一手完成，
吸引了不少国外的留学生前来参与。该文化节以中国日开始，接下来分别是亚洲
日、拉丁美洲日和非洲日、欧洲日及北美日，最后以国际日进行庆典展演。节日期
间，中外大学生表演了富有各国风情的文化节目，每天突出一个主题，为大学生搭
建了一个近距离感受外国文化的平台，使学生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更丰富的世界
文化大餐。该院相关领导告诉记者，举办这样特色的校园活动，带给大学生对国
际文化理念更深的认识和顶级享受，使同学们体验到东西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校园记者 张杰/文 李煜昕/图

“河南的民办教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如今都已经成为我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月 1 日，“改革开放三十年河南民办教育成
果展演”在郑州市绿城广场进行了为期一天
的展演。

记者在展演中了解到，截至 2008 年初，我
省各级各类的民办学校已达到5162所，在校学
生197.03万多人，其中民办高中192所，民办普
通高校11所。在全省大部分省辖市，中小学阶
段的民办教育已经是半壁江山，有些市高中阶
段的民办教育已经超过 20%，高等教育在全省
也达到了15.24%的比例。

“改革开放三十年河南民办教育成果展
演”活动由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主办，当天来
自郑州、商丘、周口等全省各地市的民办学校
汇聚绿城广场，通过展板的形式交流民间办学
的经验。

晚报记者 唐善普 张国庆

我省民办教育全国领先

多样化办学层次已初步形成

西亚斯国际文化节展现东西方文化魅力

孙
昱

图

10 月 30 日，郑州市委、市政府召开推进
高技能人才工作动员会，授予 30 名同志“郑
州市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荣誉称号，并各奖
励 10800 元政府津贴。来自全市高职高专、
中专技校、民办培训机构的近50家院校参加
了会议。

据了解，“郑州市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

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每次 30 人左右，每人
每月享受市政府津贴 300元，每年享受 10天
疗养假，三年内享受一次免费体检，所需经
费由市财政列支。目前，全市拥有高技能人
才 5 万多人，涌现出一批“全国技术能手”、

“全省技术能手”，但高技能人才总量、结构、
素质，还不能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高
技能人才严重匮乏。

今后我市将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
考核评价、岗位使用、竞赛选拔、表彰激励、
社会保障等环节，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
保障。
晚报记者 唐善普 张国庆 通讯员 祝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