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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教培机构及英语专业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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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减政策出台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受到全面严格的监管或被叫停，因此，教培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也面临着艰难的转型。而教培机构又是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要就业方向之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英语专业学生的未来发

展焦虑。文中将基于问卷调查、线上专访等调研形式，通过分析双减政策对教培机构和英语专业学生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

探究教培机构转型发展路径以及“课外英语兴趣化”如何为英语专业学生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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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out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have been 

comprehensively and strictly supervised or stopped. Therefore,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have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and are also facing difficult transformation.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employment directions of English majors, so they increas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xiety of English majors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online interviews and other research form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how "extracurricular English interest" can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majors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English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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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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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中提到的“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

即双减政策。该政策的出台对教培机构的生存与发展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教培机构是英语专业学生重要

的就业去向之一，所以双减政策对英语专业学生未来的发

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双减政策对教培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教培时代”落幕：教培机构被叫停，并面临巨大亏损。

根据针对冀鲁辽地区的中小学生家长的调查结果，43.64%

的家长表示其居住地的学科类培训部分叫停，24.85%的家长

表示其居住地的学科类培训全面叫停。由此可见，双减政策

在冀鲁辽地区的落实力度较大，教培机构大多数被叫停。 

通过新东方的巨额市值“一夜蒸发”，便可见被叫停

的教培机构面临亏损之大。亏损之后，教培机构面临的选

择是退场或者转型。 

2 教培机构多样化转型路径 

2.1 “营转非” 

所谓的“营转非”就是指教培机构从营利性机构转变

为非营利性机构，目前国内多家教育培训机构已经开始往

该方向发展。21 世纪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

对于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与民办教育机构，国家应该给予

差别化的政策支持。
2
这样一来，转型后的教培机构仍属

于学科培训，但具备了公益性，可以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

与校内教育结合助力学生发展。 

2.2 “学科转体美” 

除了“营转非”，“学科转体美”也可以成为教培机构

转型的方向之一，指的是教培机构从学科培训转向体育美

育方向，其主要是基于“双增”。2021 年 10 月 26 日，在

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司司

长王登峰首次提出“双增”一词，包括增加学生体育、艺

术、户外运动和劳动的机会以及增加学生体育、音乐、美

术课外培训的时间和机会，鼓励音体美机构办学，鼓励学

生参加体育、美育培训。“双增”作为“双减”的补充和

配套措施，不仅表明了国家鼓励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决心，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教培机构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除了

国家政策的鼓励，学校的举措也会相应地促进音体美课外

机构的办学与发展。目前全国已有多所中小学校以提供课

后服务的方式，丰富学生们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兴趣、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61&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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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的综合性发展。例如，山东某小学已经就双减政

策开设社团活动，积极建设多彩多样的“班本特色”课程，

比如剪纸、版画、武术、篮球、合唱、乐器演奏等等。学

校的此类举措会激发学生对于体育、美育的兴趣以及家长

对孩子进行体育、美育训练与培养的动力，因此这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开拓音体美课外机构的市场，为原课外学科

培训机构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 

最初，教培机构的兴起正是迎合了学生们旺盛的课外

辅导需求；而如今以及将来，学生对体育美育的需求将会

越来越大，因此，音体美课外培训机构或将成为教培机构

转型发展的新方向。 

2.3 助力校内服务，提供有益补充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对山东省某小学的老师专访，我们

了解到，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后服务是学校针对双减政策采

取的措施之一。该学校提供的双减延时服务主要是社团活

动、课业辅导等。对于该受访学校的社团活动，除了学校

内部建设的“班本特色”课程，还会引进有专业资质的培

训机构老师进校开社团。由此看来，教培机构可以通过成

为学校社团服务的提供者来助力校内双减服务。 

对于课后延时服务中的课业辅导，一位山东小学生的

家长在接受访问时提到，作为双职工家长，父母工作都较

忙，而且自己的孩子自制力较差、比较浮躁，双减课后延

时服务中的课业辅导这一项举措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

外，受访老师也指出了双减政策实施后，优秀、自律的学

生能够在规定课时内完成学习任务，回家后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进行课外阅读或者发展其他特长，综合能力可以得到

很大的提升，这样一来，学生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就更加

严重。因此，笔者认为，学校通过课后服务板块向学生提

供课后辅导、社团活动等，可以帮助更多的学生在完成课

内学习任务的同时发展特长、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该专访还涉及到了课后延时服务给老师带来的压力

问题。受访老师提到，课后延时服务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

处理大量学生安全事务和其他琐碎事情等在一定程度上

分散了老师们的教学精力，降低了其他工作的效率，增加

了老师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教培机构可以通过与学校

的合作，提供课后托管服务，分担一部分的学校课后服务

压力，谋求一种学校-教培机构合作新模式。 

2.4 课外英语兴趣化的可行性 

双减政策颁布施行前，作为三大主科之一，英语可以

说是教培机构行业的“常青树”，英语教培机构遍布全国。

也正因如此，双减政策对英语教培机构的冲击力较大，英

语类的课外培训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但是，相对于其他学科，英语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除

了三大主科之一这样一个身份，英语还是世界上适用范围

最广的语言，更多地代表一种自身能力和文化素养。除此

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国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国家对外

语人才的需求大，对外语人才文化素养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双减政策的实施旨在减轻中小学生的作业和课外培

训负担，并不是对学生的能力素养放低要求。所以，笔者

提出了“课外英语兴趣化”这一概念，让英语脱离传统的

应试模式，以兴趣化为方向设计全新的教学培养方法，这

或许是英语教培机构未来转型新路径。具体做法为，根据

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水平以及学生个人兴趣，制订相应的英

美文学故事阅读、英美国家文化常识、英语语言学趣味课

堂、英汉双语小故事阅读等等，以此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于

英语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另外，开设英文写作、

英文歌曲、英语演讲、英语辩论、英语戏剧赏析等课程也

有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与综合素质的提高。 

当然，关于“课外英语兴趣化”目前只属于初步探索

阶段，要想真正得以实施，还需要政府的扶持政策，相应

的配套监督制度以及一定时间长度的实践。 

3 双减政策对英语专业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 

3.1 就业方向和考研选择受到影响 

双减政策实施后，大部分教培机构被叫停，而教培机

构又是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要就业方向之一，因此，英语专

业学生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根据针对冀

鲁辽地区的英语专业学生问卷调查结果在所有接受调查

对象中，109 人为大三、大四年级英语专业学生，其中

16.51%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会直接就业；77.98%的学生毕业

后选择考研；5.5%的学生选择出国。 

选择考研的同学中，41.67%的同学选择继续在英语专

业读研深造，27.78%的学生选择继续在英语专业读研的同

时学习其他专业知识，11.11%的学生选择直接跨专业考研，

其余的学生对自己的考研方向尚不清楚；而选择毕业后直

接就业的学生中，77.78%的学生表示双减政策的出台对他

们的就业方向产生了影响，这其中仅有 21.43%的学生会

选择继续从事教培行业。 

由此问卷调查可见，相比于选择考研的学生，双减政

策对选择就业的英语专业学生影响更大，仅有小部分英语

专业学生会选择继续从事教培行业。 

虽然从事教培行业这一就业方向受到很大影响，但是

英语专业学生普遍对自己的专业仍然具备信心且愿意继

续在英语这个领域内就业或深造。除了上文中分析到的双

减政策对英语专业学生大三、大四年级学生考研方向的影

响，还有在关于双减政策对英语专业大一、大二年级学生

未来发展意向调查中，仅有 12.84%的学生想要转向其他

专业，其余的学生中，有 22.02%的学生选择未来继续在

英语专业领域内发展深造，65.14%的学生选择在英语专业

前提下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技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受

调查者作为英语专业学生，仍然对英语专业表现出信心。

这一点与上文中提到的“课外英语兴趣化”这一概念相呼

应：通过分析调查对象可知，大部分英语专业学生选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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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继续学习英语专业知识，在英语这个领域内继续谋求发

展。根据上文，“课外英语兴趣化”概念下的英语教师所

需要的英美文学、语言学和英汉翻译相关知识以及英文写

作、演讲、辩论、戏剧赏析等能力技巧都与英语专业学生

所学知识高度吻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双减”大背景

下为英语专业学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受调查的英语专业学生中 65.14%的大一、

大二年级学生想要在英语专业前提下学习其他专业知识

技能，另外，针对英语专业未来的新兴职业这一问题，受

调查的学生提到的“英语+互联网”、“国际导游”、“语言

服务”、“英语+人工智能”等都体现了不少英语专业学生

对“英语+”复合型职业的发展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持支

持和乐观的态度。 

因此，掌握一些其他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实现英语与

其他领域的加成作用是英语专业学生对未来发展信心的

重要支撑。这就要求各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方面充分考虑

到英语专业学生对其他领域知识的需要，在专业课程设计

方面，以培养外语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增设相关领域课程

或者鼓励英语专业学生攻读双学位等。 

3.2 焦虑与信心并存 

“双减”政策落地，对于英语专业学生来说是个不

小的挑战，就业受到一定限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

学生们的焦虑，从调查结果来看，67.89%的英语专业学

生认为双减政策增加了他们毕业后的焦虑。针对英语专

业未来的新兴职业，近一半的受调查者表示“不清楚”、

“不认为英语专业会有新兴职业”、“暂未想法”等，这

表明了英语专业学生对于英语专业的未来发展前景的认

识不清和不够乐观的态度，这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英语专业学生对未来发展的焦虑。 

但与此同时，60.55%的受调查学生认为双减政策既是

机会又是挑战，再结合上文中分析到的，大部分英语专业

学生表示将继续在英语这个领域内就业或深造，所以总的

来说，大部分的英语专业学生在面对双减政策时是焦虑与

信心并存的，他们认为该政策既是一个挑战，又能够带来

新的发展机会。 

4 课外英语兴趣化与英语专业学生就业的联系 

课外英语兴趣化或将成为就业新思路。笔者认为，上

文中提到的课外英语兴趣化与英语专业学生的就业有着

密切联系。在初步探索与设想中，课外英语兴趣化中的英

美文学故事阅读、英美国家文化常识、英语语言学趣味课

堂以及英文歌曲、英语演讲、英语辩论课程与英语专业学

生所学专业知识高度契合，相对降低了就业难度，拓宽了

就业思路，也为英语专业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5 结语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实施，教培机构和英语专业学生都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此探究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方向和

英语专业学生的创新性就业途径是十分必要的。文中基于

相关资料和调查，总结了目前校外培训机构的多种转型方

向：响应国家政策，从营利转向非营利，走向公益性；从

学科培训转向综合素质类培训；从面向学生服务转向面向学

校服务，助力校内课后社团课。除本文的总结以外，还有更

多的转型发展可能性需要更深一步的探究。另外，本文依据

英语专业学生专业能力优势，创新地提出“课外英语兴趣化”

概念，期待为英语专业学生就业提供一些可能的新方向，当

然，这一概念的实践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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