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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焦虑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家长忽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这不仅会危害子女的身

心健康发展，而且会加剧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教育向功利化发展。在所有的学科教育焦虑中，英语教育焦虑显得尤为突出，

它具有起点早、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的特点。因此有必要从英语教育的源头即幼儿英语教育来讨论家长英语教育焦虑产生的原因。

随着“双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幼儿英语教育焦虑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英语教育资源的认识、教培机构的宣传作用和家长的英

语教育能力的不足是造成幼儿英语教育焦虑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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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ducation anxiety is a universal social phenomenon，is a negative emotion produced by parents who ign

ore the objective law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will not only harm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

ldren，but also intensify the fierce competition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utilitarian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mong all the educational anxiety of subjects，English educational anxiety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starting point，long duration and wide rang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di

scuss the causes of parents' anxiety in English education from the source of English education，namely early childh

ood English education. With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the anxiety of early child

hood English education also appears new changes. The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education resources，the propaganda f

unc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deficiency of parents' English education ability are the de

ep causes of children's English education anxiety. 

Key words："double reduction" policy，early childhood English education，anxiety，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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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

“双减”政策）。“双减”政策要求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要求各

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

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对已备案的线上学

科类培训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并按标准重新办理审批手续。该政策

的出台促使相当数量以盈利为目的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转行或者退出

市场，其中包括各类的线上和线下的幼儿英语培训机构。该政策实

施后，幼儿家长们发现几乎一夜之间，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再接受

任何形式的幼儿英语教育。以往他们纠结更多的是如何选择幼儿英

语教育：线上还是线下。线上教育：外教授课，英语更地道；线下

教育：中国教师了解孩子，孩子的进步更大。但是无论选择哪种形

式的幼儿英语教育，幼儿家长的英语教育的焦虑都能得到较好的缓

解，毕竟自己的孩子没有“输在起跑线”。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

线上线下幼儿英语培训机构陆续退场。但是为孩子提供超前的英语

教育的需求确实是现实存在的，当他们的需求无法通过以往的途径

得到满足的时候，家长的英语教育的焦虑就呈现加剧的趋势。 

1 文件综述 
教育焦虑是家长对子女教育有着过高的期待，过分重视子女的

学业表现，盲目加大子女的学业负担及家庭教育投资，忽视教育发

展的客观规律的一种负面情绪。这不仅会危害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

而且会加剧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教育功利化的发展倾向[1]。因此家

长的教育焦虑也就成为教育研究中比较受重视的话题。以往的研究

集中在家长焦虑的测量、成因[2]，建立将全面的促进学生发展的教

育评价体系等方面，不同责任主体共同推进。随着“双减”政策的

落地，教育条件、教育机会和结果也会随着发生改变，因此家长的

教育焦虑也会随之变化[3]。有学者认为 “双减”政策落地的难点是

能否真正降低家长的家庭负担；能否有效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5]。有

人认为“双减”政策实施中的家长的教育焦虑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

化。由于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限制和管控，优质资源发生改变。这

种优质资源引发相关的家长焦虑[4]。 

由此可见“双减”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家长的教育焦虑，而能否

有效消减家长的教育焦虑是衡量“双减”政策的一项重要参数，关

系着教育改革的成功。上述研究主要聚焦的是说“双减”政策背景

下家长普遍出现的家长对教育的整体焦虑。较少涉及到家长对于某

个学科所产生的焦虑，在学科类教育中，英语又成为家长最为焦虑

的一门学科。 

2 幼儿英语教育焦虑的表现形式 
英语教育焦虑显得十分突出，英语教育焦虑呈现特殊的表现形

式：第一、焦虑时间跨度长。不同于其他学科，例如数学、语文、

化学、物理，家长对英语教育焦虑产生的起点不在小学或者中学，

而是在学前阶段。家长的英语教育焦虑不仅起点早，而且持续时间

长，很多家长的英语教育焦虑甚至延续至高等教育阶段，贯穿了孩

子的整个求学生涯。第二、焦虑范围广。英语教育焦虑不仅仅存在

于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着很好英语成绩的家长，也存在于没有接受

高等教育、英语成绩不理想的家长身上。这种焦虑不仅存在（于）

中国的一线城市、也存在于城镇和乡村中。“国际学校”、“双语幼儿

园”、“英语授课”、外籍教师等字眼往往成为成功招生的原因，从小

重视英语教育也反映了家长“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英语教育

焦虑的程度。幼儿英语教育焦虑的表现形式也会随着家长受教育程

度而有所区别。“双减”政策下，一类家长是自认为英语水平较低，

无法为孩子提供家庭英语教育的家长会联系原来的教学培训机构或

老师，把培训转入更为隐蔽的形式，如家教上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或者是几个家长采取更经济的“组团”上课的方式。有的家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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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线下教学转为线上教学。当这类家长找到替代教育资源的时候，

他们的英语教育焦虑会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各地对这类隐蔽的培训

机构的打击使得家长的英语教育焦虑转化为对未来的焦虑。另一类

家长是英语水平较好的家长，他们会选择在家自己教幼儿学习英语。

而这类家长往往会陷入更大的焦虑。英语教学是遵循一定的教育学、

心理学和语言学规律的。不掌握科学规律的英语教学不仅仅挫伤幼

儿的学习积极性，也挫伤了家长的教育积极性。这类家长经常在教

还是不教中徘徊，在信心满满和丧失信心中徘徊。他们中的一些人

会求助图书、媒体、他人，让孩子坚持学下去；也有不少的家长放

弃在家教育的想法，和第一类家长一起寻找可替代的英语教育资源。 

3 幼儿英语教育焦虑的成因 
“双减”政策的落实是导致幼儿英语教育焦虑的直接原因。实

施后，学科类培训机构面临关门转型，涉及幼儿英语培训项目的学

术培训结构的转型或关门，家长无法再通过购买实现对幼儿进行英

语教育的愿望。而家长往往不具备在家教育幼儿英语的教学能力和

知识储备。在这种既不能买也不能教的情况下，家长的英语教育焦

虑凸显。但是幼儿英语教育焦虑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3.1 幼儿英语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 

幼儿英语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宏观教育管理体制不健

全，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6]等因素都加剧了幼儿

家长对英语教育的焦虑。幼儿英语教育资源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

东南沿海城市优于内陆城市，城市优于农村。除去地区差异，在同

一地区，不同性质的幼儿园所能够提供的英语教育也是不同的。在

没有开设英语教育的公立幼儿园，家长担心如果不对孩子进行英语

幼儿教育的话，孩子会在小学阶段落后；而在一些开设幼儿英语教

育的私立幼儿园，师资水平往往难以达到幼儿家长的期待。“教育资

源分配不公平”的现实使得家长会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更好的教育资

源，从而弥补教育劣势[7]。 

3.2 教育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 

幼儿家长的英语教育焦虑与某些教育培训机构的营销策略有着

密切关联。焦虑会产生需求，需求才能培育市场，才有教育培训机

构存在的可能。培训机构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家长在英语教育上的需

求，并为家长提供所需的教育服务。然后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渲染

焦虑，从而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其中最常使用的幼儿英语教育的

王牌就是“窗口期”的概念。在窗口期的孩子大脑会主动去接受它

所听到的信息，并无意识的把语言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健全他自

己的语言结构。因此英语启蒙的时间应是越早越好，错过了一定年

龄英语学习就无法达到较高水平。家长们普遍认赞同教育机构提出

的幼儿英语教学存在“窗口期”的说法，尽早将孩子送入各类的幼

儿英语教学机构。如果仔细推敲一下这些看似专业、权威的理论，

就会发现不少的漏洞。首先这个“窗口期”的概念是在上个世纪五

六十年代由心理学领域引入语言学领域的“关键期假说”。任何假说

都是“对推测和说明”是为了“得到一个暂时性但是可以被接受的

解释”。换言之，这个假说只是尚未证实的解释或观点。王青博士梳

理了语言关键期在第二语言领域的实证数据，虽然这些实证数据得

出的结论不同，但是大致上都同意关键期并没有那么关键。而且分

类研究表明除了语音，幼儿在语法、词汇的学习上都不具有优势。

如果家长盲从机构为了利益而提出的假说，那么浪费的不仅仅是家

长的金钱，更可能将孩子的英语学习带入低效的境地，影响了孩子

整体认知能力的培养。 

受“双减”政策影响的幼儿英语机构结束了线上和线下培训业

务，但是他们鼓吹的“窗口期”理论的影响并未消散。而且随着幼

儿家长对英语教育焦虑的增长，“窗口期”理论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重

视，得到更多家长的支持。只要家长认可“窗口期”理论，培训机

构仍旧可以从其他服务和产品中获利，如各类幼儿英语早教设备、

幼儿英语图书、各类 APP 等。 

3.3 家长的英语教育能力不足 

幼儿家长的英语教育焦虑是由教育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在幼儿

英语教育培训机构纷纷退场的大环境下，许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家

长选择自己在家给孩子提供英语教育。事实上，许多家长“不具备

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也不掌握有效的家庭教育技能”[8]所以在给幼

儿提供英语教育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失误。 

首先，设定了不符合儿童发展的英语教育培养目标。幼儿发展

是遵循一定心理和生理规律的，幼儿英语教育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幼儿英语教育的定位是启蒙性：即在培养幼儿语音的敏感性和兴趣

上，学习一定的词汇和用法的知识[9]。但是家长对幼儿英语教育乃至

英语教育往往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如“能说一口地道的伦敦音”，

“英语学习可以拓宽视野，以后可以求学、就业的路就更宽了”。“幼

儿阶段多学点，以后在英语学习上就不会那么辛苦，可以领跑了。”

“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教培机构加持的背景下，这些目标都很难

最终实现。现在各类幼儿英语培训机构退离市场，单靠家长和有限

的教育资源，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吗？当家长经过努力后仍然无法达

到既定的目标后，焦虑就出现了。幼儿英语教育的目标设定应回归

到“兴趣”的培养上，让幼儿喜欢听英语歌曲，喜欢看有趣的各类

绘本和动画片。 

其次，家长忽视幼儿英语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幼儿英语

教育是应遵循科学的基本原则的。如重复性原则、交际性原则、有

序性原则等。学习是一个与遗忘做斗争的过程，克服遗忘的方式之

一是有效的重复。幼儿英语学习中的重复绝对不是简单的多次练习，

而是教师设计不同的教学情景，让学生快乐参与从而达到温故知新

的效果。但是在家长的英语教育中，家长面对刚刚学会，再问就什

么都不知道的幼儿，可能会表现出震惊和失望。家长没有意识到问

题不在幼儿，而在我们忽略了教育原则，没有按照规律办事。 

4 结语 
人民群众满意，是评价教育成功与否的最终根据。教育焦虑是

教育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教育焦虑成因的

深入、全面、客观的分析。幼儿英语教育焦虑是教育焦虑的一个部

分。通过成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双减”政策的落地，改变了幼

儿英语教育焦虑的表现形式。英语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培训机构的

宣传作用以及家长教育能力的不足都导致了这种焦虑的产生。正确

分析得出的结论才能成为进一步消减家长对幼儿英语教育焦虑的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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