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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线上和线下访谈的方式探究“双减”政策在家长群体中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以及家长教

育焦虑问题的处理办法。研究显示，“双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教育焦虑，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家长拥有

更多自由时间、家庭氛围变好、促进家校沟通；同时也让家长产生新的焦虑：需要承受昂贵的“一对一”家教费用、担忧学

校教育质量的保证与提升、担心孩子自觉性低导致学习质量下降以及“唯分数论”观念仍促使家长需要课外辅导。为促进“双

减”政策全面落实，家庭教育思维转变与高考改革应当同步进行，以求尽快实现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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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questionnaires,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view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on parents and the treatment of parents' educational anxiet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lleviates parents' educational anxiety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family economic burden, parents have more 

free time, the family atmosphere becomes better, and promoting home school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makes parents 

have new anxiety: They need to bear the expensive "one-to-one" Tutoring expenses, worry about the guarantee and improve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quality, worry about the decline of learning quality caused by children's low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cept of "only 

score theory" still urges parents to need extracurricular counsel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thinking and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 so as to realize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refor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return education to education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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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上世纪 50 年代关注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到 60 年代

减负与减质并行，再到 80 年代缓解升学压力，21 世纪之

后根据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提出减负要求……新中

国教育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减负”一词。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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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简称“双减”政策），此政策出台后在家长群体中产生

了复杂多元的影响，让家长群体有喜有忧，为探究“双减”

政策实施数月以来对家长的复杂化影响，探讨如何安置家

长教育焦虑问题，本研究针对河北、山东和辽宁三个教育

大省和教培机构大省的家长群体发放网络调查问卷、进行

线上和线下访谈展开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双减”政策

对家长群体的影响是复杂多元的：43.03%的家长对孩子学

习成绩感到担忧，41.21%的家长对“双减”政策持支持态

度；64.24%的家长认为“双减”政策真正减少了孩子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压力；61.21%的家长选择在孩子的空闲时

间为其报名体育美育课外辅导班，培养孩子多方面发展；

58.79%的家长认为“双减”政策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高达 80%的家长认为“双减”政策缓解了自己的教育焦虑。 

1 积极影响 

1.1 经济层面 

经济上，“双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教

育焦虑
[3]
。自古以来家长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期

盼，教育严重内卷之下，家长通过校外培训来提升孩子的

学习成绩，甚至因为看到同龄的孩子都上辅导班，担心自

己孩子“不补就落后”，跟风报名辅导班，因此课外辅导

班收费标准逐步提高，部分校内教师因红利高转向校外辅

导机构，家长们为了让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纷纷将孩

子送去校外培训机构，这无疑给家长们增添了不小的经济

压力
[6]
。“双减”政策出台后，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

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机构，并对现有教培机构从严

治理、全面规范
[2]
，有效防止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本化运作

和恶性竞争。同时鼓励学校大力开展课后服务和多样化的

个性兴趣班和社团活动，学生自愿参加，山东青岛西海岸

新区星光岛小学紧跟政策，依托周边电影资源开展电影课、

成立星光电视台、星光电影院等，为学生开拓了独特的美

育课堂。这也为家长减轻了部分经济负担，调查显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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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政策出台后，中下等收入的家庭中 66.6%的家长认为

经济压力有所减轻；经济水平处于中上等的家庭中，72.5%

的家长选择为孩子报名体育美育的兴趣班，全面培养孩子。 

1.2 时间层面 

时间上，“双减”政策给予了家长群体更多自由时间。

政策出台之前，家长时常面临着没时间接孩子放学、监管

孩子作业完成情况、下班辅导课外作业和周末无休还要送

孩子上辅导班等问题，家长不仅承受着工作压力，还需解

决孩子的各种学业问题，家长的生活全都被孩子的学业问

题霸占。“双减”政策推进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延时托管

服务、晚自习班以及丰富的个性化拓展课程，可以有效解

决家长的工作时间与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间冲突问题，孩

子可以在学校内、在老师辅导下较高效地完成作业，学有

余力的孩子可以开发自己的兴趣和潜力，有效促进素质教

育与基础教育相辅相成。家长不再需要担心孩子放学后的

安全问题和作业辅导问题，省了周末大费周章送孩子去辅

导班的辛苦，可以和孩子一起运动、做家务、体验生活，

从而缓解了家长由于长时间紧绷而产生的压力，给与家长

更多自由安排时间。 

1.3 情感层面 

情感上，“双减”政策缓和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严

肃”状态，增进了“家庭关系”。作业问题曾是家长和孩

子之间产生分歧的一大因素：家长看管孩子作业太严格、

与学校讲授的有差别，孩子本身贪玩、不喜欢做作业、做

不完作业和做不会作业，都可能引起家长与孩子的争吵，

亲子关系变得严肃。“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能够在学

校完成大量作业，并且有老师进行辅导，家长也不再因为

看管严格、辅导能力不足等问题与孩子产生矛盾，家庭关

系更加和谐。研究采访到的一位家长表示：现在家长和孩

子拥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可以一起做家务、学习生活技能，

让孩子也承担其家庭成员的责任，周末可以带着孩子游山

玩水、融入大自然，收获亲子体验，促进家庭成员情感交

流。调查显示，无论家庭条件好坏和孩子学习成绩优差，

在“双减”政策下，家长群体的教育焦虑都有所缓解；85.7%

的成绩处于下游的孩子的家长觉得自己的教育焦虑有所

缓解。 

1.4 自身层面 

从家长自身角度来看，“双减”政策的出台对家长的

要求有所提高，家长需要更加重视家庭教育，密切家校沟

通，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提供学业、心理等方面的帮助，及

时引导其正确发展。此前，家长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教育机

构辅助孩子的学业，因此，孩子之间围绕分数的战火演变

成了家长教育能力和家庭经济实力的比拼。显然对于多数

家长来说，增加孩子的教育投资比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更

容易、更有效。缺少了校外培训机构的辅助，家长需要自

己辅导孩子，这就需要家长提升自己教育能力，加强与学

校老师的沟通联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学习教育知

识、教育心理等，以此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引导和帮助。 

2 消极影响 

研究表明“双减”政策的实施使家长的教育焦虑有所

缓解
[3]
，然而，在政策试点探索期，随之而来的还有家长

的担忧。许多家长担心双减之后，孩子如何应对“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的升学考试、如何“突破重围”获得名校入

门资格。应试教育的长期存在和能够改变命运的高考让

“减负”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贯彻落实，当代中小学生的

教育问题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这也是部分家

长的担忧问题之一。在次改革初期，“双减”政策和高考

似乎出现了相悖而行的现象，“双减”政策主张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线外培训负担，鼓励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培养兴趣爱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而长期存在的应试教育已经把高考扭曲为“唯分数论”，

并且教育改革历时已久，分数仍然是考试的重中之重，学

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和取得高分，“其他事情什么都不

用做”，因此滋生了“填鸭式教学”、“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难以全面落实等问题。
[1,5]

在“减负”和“分数”对

立之下，家长们普遍产生了新的焦虑情绪。
 

2.1 承受“一对一”家教费用的经济压力
 

“双减”政策让家长面临着“自身能力有限难以辅导

孩子”和“一对一家教费用昂贵”的两难境地，升学压力

仍然存在，考试分数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学习压力有

增不减，伴随校外培训机构的减少应运而生的是花销更大

的“一对一”家教
[3]
。调查显示，64.85%的家长曾为孩子

报过校外辅导班。“双减”之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

选择给孩子上“一对一”家教辅导课，把辅导老师请到家

里一对一教学，教学质量高于校外培训机构，价格同样高

于原来的培训机构；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家长表示“一

对一”家教费用远高于原来的课外辅导班费用，面对自身

辅导能力有限、费用高昂的情况，孩子成绩如若不能提高，

未来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一些农村家庭的家长既缺

乏辅导能力又缺少经济支撑，想要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

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家长的经济压力出现不减反增的现象。 

2.2 担忧学校教育质量的保证与提升 

“双减”实施后，学校要落实给学生减负的政策，学

生又要保证学习时间和学习质量来应对考试，这让家长感

到互相矛盾，无所适从。研究采访到的家长表示：孩子在

校外培训机构未学到的知识仍需要补上，就需要依靠学校

教师的教学。但是学校教育是一对多教育，学生能力参差

不齐，教师难以对每一个学生进行针对性辅导、查漏补缺

及取长补短，一些基础较差、自身学习能力不高的学生就

难以提高成绩。 

2.3 担心孩子自觉性低导致学习质量下降 

部分认为“双减”政策并未缓解教育焦虑的家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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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学校缺少效率。一位山东家长表示：自觉性低的学

生在学校延时课缺乏效率，只想拖延到下课，回家玩耍。

家长不了解孩子作业完成情况，学习质量会降低。此外，

中小学生对“双减”政策有一定了解，但因为不够成熟的

心智，会片面认为：只需要完成学校教育即可，久而久之

学习效率和态度难以保持、学习质量下降甚至产生浮躁心

态，难以真正学到知识并提高成绩。 

2.4 “唯分数论”观念仍促使家长需要课外辅导 

“双减”政策的目的之一是发挥学校主体作用，让学

生把握在校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但是学生学

习时间减少、学习内容也变少了，很多需要“笨鸟先飞”

的孩子仍需要专业老师额外辅导，而优等生家长仍然想让

孩子保持领先的状态也需要更多的学习时间。 

3 完善家庭教育助力“双减”政策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教育事业的三大支

柱，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家庭要有高度的

教育学素养,如果家庭没有教育学素养,那么不管教师付

出多大的努力,都收不到满意的效果。”“双减”政策的出

台，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未来将出现持续一段时间的家庭、

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磨合期，三者需要互相适应，合力找寻

发展方向，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努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家庭教育具有启蒙性和长期性，对孩子成长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的家庭教育更能够积极促进孩子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6]
。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得到突

显，不少家长对自己教育能力的问题感到焦虑。在一些业

内人士看来，“双减”政策能否全面有效贯彻落实与家长

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的改变有着关键性联系
[7]
。家长群体

需要率先转变教育思维，放弃“填鸭式”教育，纠正唯分

数、唯升学的错误倾向，及时转向关注素质教育，重视学

生创新能力，营造学习型家庭氛围。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副教授罗爽认为：“对于家庭教育而言，就是要让教育

理性回归家长，从被动的、消极的教育绑架转向主动的、积

极的教育参与，从唯分数、唯升学转向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
[7]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的刘虹针对如何让家庭教育回归本

源，提出家长须在行为上做到“两增一减”：家长要增强对

家庭教育的理解、要增加对孩子的有效陪伴以及要减少面对

孩子成长的焦虑感和盲从性。影响家庭教育的因素包括经济

条件，知识阅历，父母陪伴等，要想改善家庭教育，不仅需

要家长自身认识和能力的提高，更需要外部协助指导，这就

需要加强家校合作，共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 结语 

长期以来孩子的教育问题备受重视，“教育决定人生，

高考改变未来”的观点长期存在，素质教育与义务教育的

相辅相成并未全面落实取得成效，以前的校外培训机构不

仅大大增加孩子学习负担和家长经济压力，且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学校教育的正常教学秩序，“双减”政策力求强化

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发挥学校主体作用，从严治理校外

培训机构，缓解家长教育焦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减轻

学生学习负担和家庭教育负担，这正是促进素质教育有效

落实之举
[5]
。尽管“双减”政策正处于试点整改探索期，

家长群体不免产生各种各样的新的担忧和焦虑，希望“双

减”政策能够尽快全方位、全方面贯彻落实，但此政策总

体上能够缓解过去的教育焦虑。对于出现的新问题，学校

教育应当在“双减”政策实施的同时促进高考同步改革，

以求得“减负”供给侧与“分数”需求侧相得益彰，切实

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1]
；家庭教育也应该在“双减”政策有

力转型，转变传统家庭教育观念和行为，加强家校合作沟

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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