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

教育发展研究 4卷1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实 施 教 育 改 革 旨 在 促 进 教 育 进 步， 最 终 落 实 立

德树人，加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教

育。12021 年 7 月，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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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正式颁布，义务教育阶段新一轮学生减负正

式开启。不断推进的减负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现实

困境，涉及困境的群体包括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

政部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在诸多发难下，教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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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学生关于减负的心理、行为及其原因，基于此如

何突破困境值得关注。

一、学生减负的现实困境分析

“双减”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主要集中于校内

作业和校外培训，指明了学生减负一直以来难以真正落

实的窘境。新时代教育改革中学生减负的现实困境体现

在多方面，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

（一）兼顾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政策支持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以

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国家

层面出台的重大减负政策有数十个之甚，1955 年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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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起，

到 2021 年 7 月国家统一颁布最高层级的减负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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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教育部等部委在 2018 年 12 月联合颁布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

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制定详细的配套方案。随即，兼

顾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减负方案相继出台。

愈加丰富的减负文件体现了教育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一次次寻找新出路，既破又立。教育改革历来坚持将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作为重要指导原则，彰显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的价值取向；在教育观念上，明确培养什

么样的人；在课程设计上，细化课程内容、课程监管、

课程评价等流程；在教学执行上，深入注重教育规律及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扩大教改范围的同时，使科学减负

真正落实到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

政策话语上，从单一“减负”到“减负增效”、“轻

负提质”再到“双减”；政策制定方面，注重中央文件、

寻求地方表达，兼顾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地方政府的

基层探索。对应到现阶段我国主流采用的科学且可测量

的学生课业负担指标系统逐渐丰富。课业负担被理解为

客观负荷时，指标以学生客观负荷为主，包括学生在校

时间、教辅材料数量、作业内容、考试频率、睡眠时间、

课余活动安排等；课业负担除了客观负荷外，还要考虑

学生主观感受时，调查中关注学生对课业难度、学习劳

累或愉悦程度、压力大小等指标 [1]。

（二）博弈论下教育减负的“囚徒困境”

2022 年 3 月，新华社联合百度发布《大数据看 2020

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教育改革”位列第三。教育

改革实施以来，学生减负一直是全社会重点关注的热点

话题，且尚且存在问题。学生如何减负不单是教育领域

内的问题，更是为社会问题。因此，学生减负既体现在

应试、素质层面，又体现在社会层面。同时，参与各种

教育活动的不只有教师、学生、教育影响三要素，教育

行为涉及其它各个方面，这是一个长期动态进行的、相

互产生影响制约和相互制约的复杂博弈过程。

“囚徒困境”指两个被捕囚徒间的一种特殊博弈，即

使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如果都不

揭发对方，则因证据不确定，每人坐牢一年；若一人揭

发，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

因不合作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人

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互相揭

发，而非同守沉默。“囚徒困境”是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

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假设站在学生甲的立场看四种情况。一，当其他存

在竞争关系的学生自主选择增加课业量时，学生甲减少

课业量，学生甲相应时间段内应试成绩可能不如其他学

生。二，当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自主选择增加课业

量时，学生甲跟随增加课业量，教育内卷现象出现。三，

当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和学生甲都采取减负行为，

学生应试成绩暂时不变，将会从其他因素寻求突破。四，

当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减负，学生甲自主选择增加

课业量，学生甲相应时间段内应试成绩可能比他人理想。

情况四对学生甲最有利，即自主增加课业量的同时其他

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采取减负行为对学生最有利。其他

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采取减负行为是不可控因素；自主

增加课业量是可控因素，因此学生通常采取的是“增

负”行为。根据“囚徒困境”对所有情况的推演，情况

二是最有可能出现的。

推演下，学生甲和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学生均采取

“增负”行为是教育博弈的“纳什均衡点”。不患寡而患

不均，“增负”渠道泛滥不得到控制，学生的“囚徒困

境”博弈将依然存在。学生们只要是还对未来或事业前

景有着一定的理想与精神追求，无论出于何种内驱力，

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要选择“增负”行为来应对竞争者

的未知选择。

二、学生减负困境的成因分析

课业负担涉及教育和社会的诸多方面从教师、教材

等到习俗、竞争等各个方面，其成因具有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特点。梳理学生课业负担成因，总体上可以分为两

类：内因解释、外因解释。

（一）课业负担内因解释

课业负担的内因解释即通过寻求教育系统内部的诸

如教师素质、学习内容和教育评价体制等因素的解释 [2]。

一是教师素质方面，教师素质提升最为重要的一

环——提高自身教学能力。当教师已经不足在规定课堂

教学时间内完成既定教学任务，就会出现额外的教学填

补现象，例如延长教学时间、增加课后作业；或教师教

学观念落后，采用“填鸭式”教学，坚信以量提质。

二是学习内容方面，课程内容学习难度大，超出学

生预先支配在学习的时间，如果不加班加点容易输在起

跑线上；或学习标准高，常听到学生家长抱怨现在的题

目难度远超从前的学习标准。

三是教育评价方面，教育评价标准应试、不灵活，

引发学生在分数上形成过度竞争。考试太频繁或考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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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的衡量指标，都将在无形中加大学生学习压力。

（二）课业负担外因解释

课业负担外因解释即通过教育外部的社会系统诸如

社会观念影响、市场利益驱动等因素。

一是社会观念影响方面，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提倡苦

读。传统文化不同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对“苦读”无

严格褒贬区分。“苦读”的传统目的一般是社会越级逻

辑“学而优则仕”，既有的崇尚读书心态并崇尚通过读书

改善自身处境。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的个人期待，“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国民性格，

学生因此被迫加大学习强度。

二是市场利益方面，认为自由竞争带动利益驱动。

看不见的手推动了一些相关社会利益者通过开办各类学

生课外辅导、发行各种图书教辅等逐步加重学生课业负

担。自愿的、非自愿的课后学习从时间上压榨、在心理

上加剧学生学习压力。这也是 2021 年 7 月“双减”政策

公布、落实的主要原因。科学厘清政府对校外培训机构

的监管职责，系统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长效机制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3]

（三）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学生行为

1. 以不变应万变的准则指导

人生是单行道，一旦做出了决策难以悔棋。一方面

博弈论视角下，出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学生个体和

群体规避冒险倾向于选择“增负”策略来应对其他竞争

者的任何可能的选择。考试竞争的影响下，不少教育改

革常常会出现两种近乎于宿命性的结局：一是虎头蛇尾；

二是半途而废。[4] 这两方面的加持造就了高保障的增负

策略难以撼动的地位。

单方面减负可能引发大概率不良风险、对教育改革

风险的担忧以及对教育改革前景的不信任，造成学生群

体普遍以不变的“增负”策略应对错综复杂的教育信息，

使得“增负”策略成为万全之策，也使得既往减负策略

偃旗息鼓。

2. 教育内卷下的阶层跃迁

阶层跃迁肩负代际间传递、复兴的使命，家长希望

孩子既能学好又能快乐学习。无温饱之忧的白领与知识

精英关注的可能是改革后的教育能否最大限度地挖掘孩

子的潜能、发展孩子的健全人格；而经济困窘的农民与

下岗工人介意的可能是改革后的教育能否减轻家庭的教

育经费负担。[5]

教育内卷大环境下，现行趋于固态的社会、文化

模式在当前发展阶段停滞，教育较难转化为另一种螺旋

上升的模式。对弱势群体而言，往往会选择通过增负取

得良好成绩进而获得丰厚社会资源缩小与优势群体间差

距，实现阶层跃迁；而对较优势群体而言，在教育方面

的额外消费是学习时间分配不足、学习效果不理想的解

决方案。

因而相当一部分学生无论出于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

近景的直接性动机或远景的间接性动机，亦或是追寻自

我价值或外部刺激，都趋向于选择“增负”行为，造成

学生减负现实困境。

三、学生减负困境的突破

“规范化社会影响”指一种基于个人被别人喜欢或接

纳的期望的社会影响，可以导致从众现象；“信息性社会

影响”指把他人视为指导行为的信息来源从而顺应其行

为。学生减负面临困境的成因来源多方，既有传统认知

因素也有既存现实因素，既有历史社会因素也有现代经

济因素，既有客观环境因素又有主观选择因素。传统心

理、环境倾向、群体价值观属于规范性社会影响，家长

指令、营销话语、既过独木桥者经验是信息性社会影响。

基于此，突破学生减负困境的着手点有以下几个。

（一）打破“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思维逻辑

格塞尔双生子爬梯实验说明教育需要尊重孩子发展

的具体实际水平，不要违背每个孩子自身特有的发展规

律。从实验结果看，尽管 A 比 B 早训练 7 周，训练时间

也是 B 的 3 倍，但是在 56 周和 3 岁时，A 和 B 的爬梯成

绩相似。过早的教育并不能让孩子一直在赛道上保持赢

的姿态。

起跑线思维意味着只能看到人生赛程某一部分，并

将这一部分赛程成绩定格和夸大为人生最终成绩。人整

体的发展不能用比赛衡量，更不能仅仅依靠计时判断人

整体的发展水平。因此，起跑线理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伪命题。

（二）修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指明教育实质，即应尊重孩子自然天性。教育过程的最

终教育目的是育“人”，不是工业化成批次地产出成品，

教育是一种需要教育者根据孩子各自特点、自然天性因

材施教的过程。先成“人”后成“才”。

社会约定俗成的成人、成才是要求具备一定规模的

经济资源、享受一定高度的社会地位。殊不知，成人是

能成为一个思想富足的人，不至于是一尊被锁在神龛里

的侍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做自己，做自己会获得

多大的力量。通过一种比较沉静的、温和的方式，在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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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灯影的时代里，看见那些晃动的桨声和灯影，厘清内

心真正的诉求，而非一味地“求仕”。

（三）改善“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国民性格

对作为一个承受中华儒家经典思想熏陶了数千年并

已形成自身文化心理结构特征的国民群体来说，改革与

更新需要巨大力量打破惯性，分解并重组自身感性和理

性，内化和积淀出一种坚韧的社会自觉，也必然需要一

个相当成熟的、斗争的思想更新与时间包容。

四、结论

学生在减负中持“赞同”之态和行“拒绝”之事，

是不容忽视的内在矛盾。教育改革者也已予以注意，并

已主动触及，开始提出了多层次问题设计，努力寻求问

题深耕和解决。争议现象本身恰恰说明当前教育改革的

确处于一条具有曲折性、复杂性、价值性和阶段性特点

的漫长道路，可以帮助义务教育改革事业健康良性前行。

因此，关注矛盾争议、关注异己意见，可以帮助教

改在探索过程中孜孜矻矻逐渐修正顶层设计，以此结合

基层实际，寻找更适配自身的改革路径，最终做好学生

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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