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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应试教育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分析了应试教育存在的弊端，基于此背景，探究家校社对“双

减”政策的应对路径。本文指出了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和现实因素，即分数至上的评价标准、以考定教

的教学活动、家庭教育的内卷意识和未能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双减”政策大背景下，需要统筹

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力量，从而为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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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est-oriented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shortcomings. And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it explores the response path of the fam-
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to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social roots and 
practical factors of test-oriented education; these are: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that puts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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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everything else,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that are based on examinations, the sense of inward 
scrolling in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failure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quality educa-
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strengths of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so as to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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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近年来，人们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唯分数论”上。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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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以下简称“双减”政策) [1]。这一政策的提出，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然而，在应

试教育这个大环境下，如何统筹家校社三方面的力量，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文回溯应试教育

的内涵和双减政策的要求，提出了一些应对路径，以便于家校社协力推动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2. 应试教育的内涵 

应试，指“参加考试，接受测试”[2]。关于应试教育的概念，国家教委《中国新一代》杂志社编写

的《素质教育理论丛书之〈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中将应试教育定义为：脱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

实际需要，以应付考试和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为目的的违反教育科学规律的一种传统教育模式[3]。应

试教育把应试作为唯一或者主要的教学目标，学生学习的好坏，教师教授的好坏和学校整体的评价都用

学生的考试成绩来评价。多年来，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一直存在，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管理

部门不断推出各种改革措施，推行素质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改良措施。但由于高考制度下应试教育的本

质不可能改变，所以一直收效甚微。应试教育把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所以致使学生被动的学习。

同时，应试教育也忽略了学生的非智力方面和个性方面的培养。所以，弄清楚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和现

实因素，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3. 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和现实因素 

本研究从分数至上的评价标准、以考定教的教学活动、家庭教育的内卷意识和未能真正理解素质教

育的内涵四个方面，去分析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和现实因素。 

3.1. 分数至上的评价标准 

自从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就成了我国高校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随着“知识改变命运”观念

的日益深入人心，社会人员都将考上大学视为一种优秀人才的象征。家长也竭尽全力培养自己的孩子，

使其可以进入高等院校。我国的教育目的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和独立个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4]。理想是非常美好的，但现实却差强人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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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评价，应该从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不同的方面来评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学生的评

价仅以学生的学习成绩来衡量。因此，在家长眼中，成绩好就是好孩子；在教师心中，高分就是优秀学

生；在社会人士看来，某某学校升学率高，就是精英学校。反之，成绩欠佳者就是坏孩子，就是一事无

成的人。不可否认，这种单一评价方式，抹杀了一批有其他才能的学生，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流失。 

3.2. 以考定教的教学活动  

社会倡导孩子应该健康快乐的成长。教育应该培养孩子具有良好的道德，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等。然而，现实却都忽略了这些。在应试教育大背景下，政府教育部门，学校领导和任课老师为了高升

学率，均采用分数评价体系。具体表现为：教育质量评价单一化。为了取得较高的升学率，学校相关领

导给任课老师下达命令，而且老师的绩效奖金和评优评先也与此挂钩。所以，学校处于繁忙，急促，竞

争的压抑气氛之下。这种情况下，教师为了完成任务，追求高分数，不得不加重学生负担，比如加快课

程进度，布置大量作业，进行周末培优等活动。 
因此，现在老师都坦言教师难当。想追求好的教学理念，想使课堂生动有趣，想因材施教，想促进

学生个性发展等，但是，成绩出不来，就不能称得上一位好老师。好老师如今的标准就是“成绩好”“管

的严”“看的紧”。教师实际上也处于一种无奈的境地，考什么就教什么。多年以来，大学也受到了应

试教育弊端的影响。大学每学期会进行期末考试，来衡量判断学生们这学期的学习成果。然而，大学课

堂管制较松，一些学生其实并没有认真听课。当然，逃课现象也存在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会

让任课老师降低难度，并且一部分大学老师会针对期末考试试题划重点，提高课本重复率，甚至会给差

点及格的试卷多加一两分，然后使其及格，这或多或少失去了大学教育的初心与价值。 

3.3. 家庭教育的内卷意识 

多年来，家长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亲朋好友聚会，过年走亲串友，询问孩子的

成绩也成了家常便饭。家长们以自己有一个成绩好的子女而感到自豪。尽管应试教育存在一些弊端，但

大多数家长依然支持它。学区房、培训班、辞职陪娃学习等现象，都一一展现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在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的择校问题上，大多数家长还是比较看重学校的升学率。有的家长为了给孩

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会不惜贷款给孩子买学区房。随着升学压力的加大，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买大量

的习题，花钱让孩子上各类培训机构。这种情况下，孩子的休息时间缩短，大量的习题压的孩子喘不过

气。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会包办孩子的一切事务，也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家

长看来，孩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其余的都不重要。这无疑不利于孩子的综合发展。 

3.4. 未能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教育的内涵就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让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的

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然而，在实际落实过程中，一些人未能真正理

解素质教育的内涵。一些学校把素质教育认为是一种艺术特长教育或者把其定义为选修课的教育，这无

疑歪曲了素质教育。一些学生表示，学校新增的选修课很有趣味性，但是期末考试又不考这些内容，所

以导致很多学生在选修课上学习考试类科目。实行素质教育后，一些家长听说艺术考试可以为升学考试

提供帮助，然后给孩子报大量的艺术班，而全然不顾孩子是否感兴趣。此类种种，都表明大多数人未能

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 

4. 双减政策的应对路径 

为进一步缓解学生学业压力、家庭教育负担重等严峻问题，国家出台“双减”政策，指出要“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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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使“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

回归校园”[1]。“双减”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的努力。 

4.1. 改变学校育人方式 

学校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来实施教学，发挥教育的主阵地，让课堂生动有趣，充分利用

学校的课堂时间，让学生学会知识。 
(1) 注重课堂教学质量。“双减”是课堂上做好“加法”，课后做好“减法”。也就是说，在质量上

做“加法”，数量上做“减法”。“双减”视域下，课堂时间尤为重要，应该达到四个标准，即教学目

标明确、教学方式灵活、教学氛围愉悦、教学效果良好。与此同时，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注意通过改

变传统的课堂模式，来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从而重塑良好的课堂效果。 
(2) 作业形式多样化。学校应将作业改革作为减轻学生负担的重中之重。布置作业应当增加到老师的

备课中去，提高作业布置的质量，调整作业布置的总量。作业形式应该多样化，积极探索分层，弹性，

个性化的作业。要尽量避免重复性，惩罚性，机械性作业。通过有效作业的设计，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

内驱力。 
(3) 优化课后服务。推进课后服务，也是“双减”政策的一大支持举措。控制作业的质量和数量，学

生在学校听懂学会课程内容后，尽量在学校把作业完成。如若带回家做作业，每门课程作业尽量不要超

过半个小时。 

4.2. 强化家庭关爱方式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为了让祖国的花朵灿烂绽放，家长需要不断学习，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

转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双减”是减学生的学业负担，也是在减轻家长的焦虑。 
(1) 改变育儿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当下全民育儿焦虑和“鸡娃”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父母家庭

教育理念的缺失和不当。实现“双减”所提出的回归教育初心，减轻孩子负担，促进其全面发展的目标，

应从强化家长责任意识和树立科学教育理念着手[5]。家长应具有正确的价值观，根据孩子的自身情况，

对孩子学习及未来发展抱有合理的期待。家长需要知道学业成绩只是选拔性教育的标尺，而非个体优秀

与否的绝对标准。家长应充分尊重孩子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培养孩子的广泛兴趣爱好、健康审美追

求和良好学习习惯，增强其科学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能力。   
(2) 和孩子共同成长。家长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任老师。家长需要建设学习型家庭，在孩子学习的

过程中，家长应该陪同孩子一起学习，而不只是呵斥孩子去学习，自己却窝在沙发上玩手机。家长要以

身作则，通过家庭的力量，教育孩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 
(3) 加强家校共育。在孩子的成长成才的道路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良好的家

庭教育，离不开学校教育的支持与帮助。家庭教育需与学校教育同力而行，配合好学校的教育工作。所

以，学校教育要加强家长对家校共育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共育。因此，家长可以通过

丰富的形式参与到家校共育中，如加强与教师线上和线下的沟通，及时了解和反馈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中

的心理状况、行为表现等，并共同商讨合适的育人方式[6]。 

4.3. 优化社会服务机制 

社会教育是学生能力发展、品格完善的重要平台，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教育

是全社会的事业，社会要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氛围。 
(1) 营造正向的社会氛围。对于社会而言，要营造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打造正能量场区域，从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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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首先，社会媒体要多多关注家校社协同共育，广泛宣传“双减”政策的文件和

积极案例，同时，在应试教育大背景下，规范“唯分数论”，“内卷”等风气，防止剧场效应的产生。

社会媒体要大量报道好人好事等优秀事迹，坚持引导学生德育优先，积极倡导“五育并举”。树立“行

行出状元”，“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念。 
(2) 发挥社区的引领作用。2016 年 6 月，教育部发布“社区教育发展意见”，提出要积极开展青少

年校外教育，推动实现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积极衔接，从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

区教育环境。鼓励社区通过整合社会上的优质资源，帮助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拓展学生的思维视野，从

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例如，社区应积极举办各类活动比赛，如跳绳比赛、拔河比赛、篮球比赛、乒乓

球比赛等，表现优异者应给予一定的奖励。通过这些社区活动积极引导“术业有专攻”这一理念，使学

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素质教育的魅力。 
(3)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近年以来，家长热衷于把孩子送到培训班补课，“内卷”风气十分盛行。家

长的需求，不仅是“补差”，更多是“培优”，这给学生和学校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培训班提供“超

前学习”，有的孩子在培训班早早就学会了高年级的知识，这违背了青少年成长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

在“双减”背景下，规范教育机构势在必行。首先，规范教育机构对学科教育的补习，鼓励对音体美等

素质教育的辅导。其次，规范监管乱收费问题，帮助家庭减轻资金压力。最后，完善教育机构师资信息，

禁止在校教师应聘上岗，防止无证上岗，切实提高对授课老师学历和能力的要求。 

5. 结语 

本文从应试教育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出发，阐述了其存在的弊端，在此背景下，探究了家校社对

“双减”政策的应对路径。当下的应试教育问题，不仅仅关乎学校教育，而且涉及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双减”政策下，我们需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一起打造胜利共同体，

为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提供方向，这是一种大势，也是一种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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