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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人们对孩子的教育都非常的重视，我国自隋唐

以来就实行科举制度，平民可以通过考科举获取进入朝堂的机会，
从而实现阶层的流动。在我们学业生涯中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古
代学子求学的故事，比如凿壁偷光出自刘歆《西京杂记》匡衡勤学
而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发书映光而读之；范进
中举，讲述了名为范进的书生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然后太高兴以至
于疯魔了，这些典故都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仕途的热衷。延伸到现
如今，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古代，家长对学校教学质量、
学生的成绩，尤其表现为家长对学生教育的重视程度，这种重视引
起了家长深深的焦虑。教育焦虑作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这个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许多家长因为受媒介传播的影响，对于许多信
息缺乏足够的分析和研究，父母他们比较容易因为受“不要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月薪十万，样不起一个娃”等信息的错误引导，放
大家长的教育焦虑，随着家长教育焦虑的加深，教育焦虑的家长会
形成庞大的群体，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2  文献回顾
教育焦虑作为一种情绪最开始在心理学领域开展研究，而我

国对于心理学的研究也比较晚，以至于有关教育教育焦虑的研究
也是30年才开始研究。上诉研究虽然为“教育焦虑”提供了借鉴
和指导，但在我国对教育焦虑的视角大多数是以社会心态为主。
教育焦虑的主体是多样化的，有教师焦虑、学生焦虑、家长焦虑
等等。如以学生为主体的考试焦虑与学习焦虑（王爱平，车宏生，
2005）[1]，以老师为主体的教学焦虑（李翠华，2018）。研究
以家长为主的家长焦虑[2]。随着教育焦虑的发展，许多学者对
教育焦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王洪才（2012）提出，何谓教育焦
虑？教育焦虑就是人们对子女教育的结果过分担心[3]。陈华仔、
肖维（2013）则从内心状态的角度对教育焦虑进行界定：教育焦
虑是对子女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紧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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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忧虑、烦恼等复杂的情绪状态。综上所诉，学术或者业内对
教育焦虑的定义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
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提炼出对教育焦虑的理解，即教育参与者在
对孩子“学业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对教育成果的不确定性而表
现出不安、紧张、忧虑、烦恼的主观情绪体验。

3  家长教育焦虑表现特征
现阶段家长焦虑普遍存在，特别是针对子女方面的教育焦虑

更加盛行，其中中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主要表现特征可以分为优
质教育资源竞争的恐慌、教育成本的担心、教育过度的担忧。

3.1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恐慌
从古至今，我国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的模式和家长对孩子过

度期望使得家长希望子女能够在学校的升学竞争和毕业的就业竞
争中能够获胜。从小升初考试、中考、高考的竞争中，重点中学
的学生相比于普通中学的学生具有明显的升学优势，高质量的教
师团队、高水平的教学质量、高浓度的教学环境这些都是普通学
校无法比拟的。同样的这些重点中学更加愿意录取重点小学的学
生。这种“高选拔”的竞争模式让家长陷入了“教育焦虑”的恐
慌之中。同时这样一条小升初-中考-高考路径形成了累积效应，
意味着没有去重点小学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无法进入重点初中、
重点高中、无法通过高考进入“985”“211”高层次高水平的学府、
没有好的学历无法在社会中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样一种累积
效应存在于家长之间，造成了中小学生家长的教育焦虑。

3 . 2“教育成本”的压力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一直是每一位家长的夙愿，一个人的

一生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学习，尽管我国出台了九年义务教育
政策，减免学费。然而许多中小学生家长为了能够让孩子有一个
光明的未来，孩子不仅要完成主流学校的课程和作业，在课余时
间还要进行特殊的“影子教育”俗称课外辅导，课外培训等。对
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孕育一个孩子直到长大成人，其中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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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花销巨大。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一
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据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家
庭平均年收入15666，而除开家庭开销，一个孩子每年的学费在
4000-10000万元不等，加上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1500，杂七杂
八算下来，高昂的费用是普通家庭承担不起的经济负担。

3 . 3“教育过度”的担忧
根据《2021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解读，大学生就业率

就只有34%。意味着2021年毕业的学生，还有70%的人没有找到工
作。目前国内的大学生“泛滥”遍地都是大学生，但是能够找到体
面的工作的人不多 。现如今许多高校大规模扩招，在校大学生人
数急速增加，毕业人数也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毕业生的就业
问题。因为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不当，造成了许多毕业
生工作滞留情况。中小学生家长想通过子女教育实现阶级流通的梦
想破碎，这导致了许多家长对“教育过度”的焦虑。

4  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
教育一直是中国恒古不变的焦点，而中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

是当今社会比较热门的话题，引起了社会人士竞相关注。我们可以
根据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的四个维度：社会环境、教育
资源、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可以探究家长教育焦虑形成的机制。

4.1社会环境
众所周知，教育焦虑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社会现

象与目前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
构和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结构出现多元分化的情况，
社会阶层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取代了过去户籍、
政治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而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更加详细更加
有科学依据。现代社会是一个以能力为依托，包括知识、素质等
能力去决定社会地位，而学校则是知识获取、素质培养的重要场
所。中高等教育获得了大量工薪阶级和贫困阶级的青睐，他们希
望子女通过中高等教育去实现阶层流动，实现家庭阶层往上流动
的目的。因此获得优质的教育、进入中高等学校就成为了大多数
人的梦想。这一事态必然会引发教育竞争，从而产生家长教育焦
虑的现象。

21 世纪时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大众传媒的兴起，让当前的
社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大爆炸时代。在复杂的信息中，
许多的中小学生家长因为缺乏鉴别能力，往往会陷入困境。一
些媒体会为了博取流量，会夸大事实，比如：别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还有学区房的操作，只要买了学区房孩子就能就读好
的学校，等等这一信息让许多家长处于深深的焦虑之中。大众
传媒的连环轰炸让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焦虑不断加深。

4.2教育资源
国内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是令家长们为

孩子教育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不仅决定了资
源的配置，也决定了人才培养体系的运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
了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教育回报率，以满足工业化期间日益增长的
人才需求，在国家领导人的示意下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尽管这种
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人才紧张的问题，但发展至今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教育不公平会增加教育竞争过
程中的不确定性，引发人们的教育焦虑。当人民感知到教育是不公
平的时候，会产生失望、焦虑等负面情绪。基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
目前有限的重点学校、重点班实验班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家长们
为了给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必将卯足了劲儿去为孩子争夺，参与
到各阶段教育竞争之中。如前所述，优质教育资源与教育机会都是
有限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想读的学校，这是
一场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综合较量。

4.3家长的过度期望
教育焦虑情绪的产生与扩散，固然有其文化、社会根源，

但也需要客观审视家长对教育的认识。一些家长产生教育焦虑的
原因，就在于其偏执地认为“只有最好的才是最适合的”。在这种
认识偏差之下，家长对子女报以高度的成就期望，希望子女能考
高分，成绩优异，进入争取在下一个教育阶段进入更好的学校。教
育期望越高，投资越大，人们对教育失败的恐惧心理就越强、焦
虑心理也就越重。子女是家长精神和生活的寄托，家长花费大量
的时间和金钱去培养子女，为子女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创造
舒适的教育条件。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父母在对孩子
的奉献是无私的、伟大的、神圣的，同样他们也受传统的“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光耀门楣”等思想的影响，家长认为：子女
在教育方面的成功就有可能改善家庭的生活质量、提高社会阶层、
改变家族的命运等观念。

5  建议与对策
教育焦虑不仅增加了父母的认知焦虑，还增加了全社会的焦

虑心态，让人们更加浮躁，面对众多家长的教育焦虑，应该从
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改革、社会公平的环境入手，找到
缓解家长教育焦虑的对策。

5.1父母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因为家长日渐增加的教育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学生的

学业焦虑，这是一种对学生德智体美发展的不好现象，家长应该正
式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子女在学业方面的问题。学习成绩固然重
要，但是家长应该以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为主。家长应该淡
化从外界媒体听到的“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躁观点，应该淡化考取
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改变社会地位的教育动机。中国媒体应该
宣传正确的教育观念、教育本质等，使人们正确的认识学校的教
学、学生的教育成绩、学生个人的发展等具体问题，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5.2 加快教育改革，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分布
我国在教育问题方面，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是短板，国家

应该优化教育资源，推动教育资源公平化。应该针对教育薄弱
的地区施以援手，特别是偏远地区，教育水平不发达地区，缩
减城乡教育差距、缩小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的水平，推动我国
教育的公平化。同时国家和学校应该大力发展“互联网＋教
育”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缩小普通中学
和重点中学的教育差距，能够实现教育资源平均分配。在政策
方面，学校和国家应该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在改革开放时
期，国家百废待兴，为了弥补人才的缺失，国家建立重点学校
制度，从而能够快速的培养人才，为国家输送“血液”。

5.3 营造公平、负责的社会环境
国家应该建造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公平的社会环境，保

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解决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缓解人
们的日常焦虑。2021 年 7 月 24 日，我国针对教育出台《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的政策，各地落实好双减政策的具体实施，优化教育资源，促
进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使学生素质教育和  教育协同发展，
为学生家长创造一个公共和谐的教育环境。其次，建立公平合
理的创业就业机制，鼓励创业，引导大学生多渠道解决就业问
题，以就业观念改善家长的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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