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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减”的文献研究
唐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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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减实施至今已有半年历程，先后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利用中国知网的检索功能，对双减的文献进行检索

分类，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研究的现状、减负史的简要梳理、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不足及可能的研究方向等方面展开研

究，客观评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积极思考与探索，指出双减研究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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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study on "double sub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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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has been half a yea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produced successively. Using the retrieval function of CNKI, the literature of double subtraction is searched and classified,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search, the brief sorting out of the history of burden
reduction,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objectively comments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on this basis, makes positive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of the
double subtr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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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

虽然双减政策是在 2021 年 7 月才印发，但其实有关减

负的政策早在 1955 年就已出现，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学

生负担过重问题，过往的减负政策聚焦于学生过重负担的表

现，呈现出“治标不治本”的特点。研究大量聚焦于作业减

负和校外培训减负，又从不同学科、不同理念出发提出作业

减负和校外培训减负的策略，研究的学科涉及了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涉及的领域包括作业设计、培

训机构治理、课后服务等，为“双减”的贯彻落实提供了理

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减”实施的效

果与存在的困境等，有效推动“双减”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尽管在减负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但关于“双减”的研

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双减”的文献研究更是缺乏。

2 减负政策的简要梳理

1955 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减轻中小学过重负担的指

示》，指出要掌握教材分量和授课进度，减轻课外作业的过

重负担，加强平时的成绩考察及改善考试制度，遵守作息时

间保证学生的睡眠和休息等。1964 年《关于克服中小学负担

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强调减少考试科目和次

数，还指出了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根源在于片面追求升学率

并尝试通过提高教学质量帮助学生减负。1983 年，教育部颁

布《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

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试行）》，提出正确指导和全

面评定学校工作，按计划开设课程，不得随意增加课时，控

制作业量和时间，保证睡眠时间，减少考试频率等。1988 年

《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强调减负

的关键在于引导小学教育工作者端正思想，造提高教育质量

上下功夫。1994 年《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

重课业负担的意见》指出要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控

制考试科目和次数，精心布置作业，按课程计划排课、规定

教科书的使用、规范考试、控制作业量或时间、保障学生作

息等
[1]
。2018 年 2 月，教育部与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

生课外负担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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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2]
。“双

减”之前的这些政策与策略大多聚焦于学生负担过重的表

现，没有从学生过重负担的根源着手，因此也没有从源头解

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

3 “双减”文献研究的主要内容

3.1“双减”实施的背景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教

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太苦太累，办学中的一些做法太

短视太功利，更严重的是大家都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对的，但

又在沿着这条路走，越陷越深，越深越陷！
[3]
。”付建霖学

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减负政策侧重于“就事论事”，对

教育质量提升的规定也比较片面，因而既往的减负令主要是

“扬汤止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过重课业负担问题
[4]
。

周洪宇和齐彦磊学者认为，近年我国校外培训市场急速膨

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生态
[5]
。双减

政策明确指出整顿校外培训乱象，使教育回到公益性的正

轨。

过往的减负政策聚焦于学生过重负担的表现，呈现出

“治标不治本”的特点。虽然减负一直在路上，但“唯分数、

唯升学”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随着减负的推进，双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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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发布与实施，减负工作进入到新的阶段，这是中央出台

“双减”政策的重要背景。

3.2“双减”的内涵

顾明远教授认为，“双减”政策的提出是要推进素质教

育，解答“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使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

班人
[6]
。“双减”政策主要减的是课外负担，让学生能够有

时间参加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激发他们的潜力，发挥他们

的特长，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提高。

双减政策回归立德树人初心，周洪宇学者指出，双减政

策的出台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对“双减”工作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对学生

学业负担的宏观调整以及加大对校外培训，尤其是学科类校

外培训的治理决心
[7]
。“双减”政策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让义务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初

心。

3.3“双减”实施的困境

首先是制度上的困境。郭羽菲学者认为双减政策与高考

改革“背道而行”，一个主张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

负担，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丰富自己的生活，培养学生的

兴趣爱好，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另一个却

十分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并导致了填鸭式教学，片面重视

智育，轻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要求学生不浪

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抓紧学习
[8]
。

其次是社会认知上的困境。“双减”下学生学业负担的

减轻和校外培训的减少，使得大部分家长原有焦虑得以缓解

的同时产生了新的焦虑，家长们担心突然松了下来，孩子把

握不好学习的力度和节奏，成绩下滑。甚至有家长在学校减

轻学生负担后，私下购买各种刷题试卷来让学生做，形成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彻底损害了“双减”的作

用和意义，因此，家长对于“双减”政策的认识是“双减”

实施的障碍之一。

最后是执行过程中的困境。顾明远教授认为“双减”政

策落地，学生的负担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却加重了，按照文

件的规定，学生放学后的两小时要在学校托管，但个别地方

的政策不从实际出发，“一刀切”现象严重，由此一来导致

教师负担过重。另外，在政策实践效果反馈方面，缺乏全面

客观的研究文献，不利于对“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不足的

把握，也导致不能及时完善政策，使“双减”政策难以达到

理想的效果与作用。

3.4“双减”实施的路径

关于双减的研究大多涉及双减实施的路径以及建议，学

者们又从不同学科、不同主体、不同研究内容等角度入手，

提出针对性地实施策略。

从学科角度看，双减实施策略研究涉及语文、数学、英

语、体育、美术、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其中文献数量

最多的是语文、数学、英语三个科目，语文学科的双减实施

策略研究文献数量有 31 篇，数学学科的双减实施策略研究

文献数量有 19 篇，英语学科的双减实施策略研究文献数量

有 20 篇。孙延娥学者认为语文作业设计要突出趣味性，突

出实践性，突出层次性，注重与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等。李

梦洁学者认为小学数学作业优化设计策略包括采取控量减

负的方式、结合生活设计数学作业内容、采用探究性学习方

式提升作业的深度以及借助互联网设计交流型作业
[9]
。

从研究主体看，双减实施策略研究涉及社会、学校、教

师、家长、学生等。周海阔学者认为“双减”视域下构建家

校社共育的新路径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学校教育重内

涵，践行“建构性”理念，二是家长陪伴要会爱，践行“生

活即学习”理念，三是社会关爱要拓展，践行“社会即学校”

理念
[10]
。王娟涓和何毅梅认为在双减政策背景的影响下，家

校共育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家校双方观念亟须转变，构建

高效沟通机制，提升家校共育意识，明确双方教育边界，丰

富家校共育内容与形式。
[11]
。

从研究热点内容来看，涉及最广泛的内容有作业设计、

培训机构管理、课后服务、教育评价等。吴一穹学者认为着

眼于学生全面发展和可持续成长，以高质量的作业回应减负

增效的教育改革需求
[12]
。李宜璞分析了“双减”之下教培行

业从业者的归宿，通过案列展现了教培机构以及教培行业工

作者发生的变化，同时研究了教培行业未来的发展可能。游

学军提出了健全工作机制完善规章制度把“双减”惠民政策

落实好、结合本校校情制定合理方案让学生体验到课后服务

项目很有趣、依据学生学情科学布置作业让学生每天都能感

觉到做作业有意思、兴趣项目多样化素质提升有目标让学校

成为培养学生特长的主阵地、调动教师成为课后服务主力军

的积极性以及结合活动搭舞台以好的活动个促使课后服务

越来越好六个建议
[13]
。

3.5“双减”实施的成效

教培机构得到有效治理。双减政策实施至今成效明显，

在教育部 12 月 21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几组数据呈现校

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

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

减 84.1%。根据研究可知，“双减”实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

效，一方面，学生的作业负担明显减轻，另一方面，校外培

训机构治理有效。

作业问题得到优化。如营口市就优化作业管理问题出台

了《关于加强学生睡眠、手机、读物、体质“五个管理”工

作实施意见》，规定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

其他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也不超过 60 分钟，初中书

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后，

绝大部分学生在学校就可以完成作业。

课后服务形式多样。如北京市“点单式”课后服务学生

随心选，西城区教委盘点了 12 家区属少年宫、科技馆等校

外资源，整合出首批 200 余个课后服务选项，授课内容包括

综合音乐坊、创意美术和身体律动等五个模块，西城区教委

还摸清了 12 家区属校外教育资源单位的场地情况，未来，

中小学不仅可以“点单”到校，还可以就近上门选课，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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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专业的活动空间和设备。陕西课后服务覆盖率 100%，学生

家长满意度均上 96%，截止 2021 年 9 月 24日，全省应开展

课后服务学校均已按照“一校一案”要求制定课后服务工作

方案，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 342 万人，覆盖率 91.86%，其中

每周 5天均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 323.08 万人，占参与课后

服务学生总数的 94.47%。

4 “双减”研究的不足及趋势

综上可知，“双减”出台至今，已出现大量的学术研究，

涉及的区域、学科和内容广泛，为“双减”政策的贯彻落实

提供了参考与建议，但是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

双减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

首先，已有文献缺乏对政策实施现状的调查，大部分文

献都基于对政策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落实“双减”的策

略与路径。一方面在很多关于“双减”政策实施建议的研究

文献中，还存在“奇葩建议”、“无效建议”等问题，有的

建议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似乎换个学科也可以套用全文。

另一方面，实施路径建议固然重要，但政策的分析、现状的

分析、问题的反馈等也同等重要，有理论指导，有问题，有

反思才能有进步。

其次，研究结果片面展示好的实践成果，缺乏落实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这会导致无法及时发现问题进而改进问

题，让“双减”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完美的政策，所有人都只

是政策的执行者，缺乏问题研究，就会阻碍进步。换言之，

目前已有的对“双减”实施成果研究缺乏客观性，存在为了

迎合上级考察而展示理想的美好的实施成果的问题，比如问

卷的发放对象不严格，选填变为指定选项，这严重影响了调

查的真实性。

然后，已有研究局限于基础教育阶段，忽视了基础教育

减负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联系。这一不足也受到政策实施时间

还较短的影响，还无法从长远的角度来观察到双减政策对高

等教育的影响。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是紧密联系的，“双减”

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基础教育而制定，我们必须要从更长

远的目光来研究“双减”政策实施的意义与影响，包括通过

“双减”政策改革基础教育后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学习是

否有影响，对学生适应社会发展是否有影响以及为了适应基

础教育阶段的“双减”政策学生在学前教育阶段的准备等问

题。

最后，缺乏对双减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双减”

政策不仅是教育系统内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系统内的重要

变革，现有文献更多的杂分析教育系统内在“双减”实施后

的影响与变化。整个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教育系统知识

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对教育系统的研究自然不能脱离社会系

统，那么“双减”政策实施的目的、途径、效果也必要要结

合社会发展来研究分析。

总而言之，“双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当

中，我们研究的范围要广泛，研究的内容要全面。未来，可

以从长远的角度去研究“双减”实施后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

可以从“双减”实施对社会系统发展的影响着手，分析双减

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利弊，如随着“双减”政策对培训机构的

治理，是否对学生选择师范专业有影响，是否影响了师范学

生从事教育行业的意愿，是否对师范生的就业情况造成影响

等问题。在学科研究上，不局限于已有学科的研究，还可以

立足于新型学科的创设研究，将各地优秀的学科课程归纳分

析。在效果利弊分析上，从实事求是出发，探究各地实施“双

减”后造成的不利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客观真实的有效

研究，以达到不断完善“双减”政策，促进教育系统健康发

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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