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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数据，对我国幼儿参加校外

培训的规模、科目、时长和费用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幼儿参加校外培训比例总体较低，年龄较大的幼儿、

父母学历和收入较高的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较高；培训科目比较单一，主要为

才艺培养，父母学历和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种类越多；培训时间相对较短，每周

培训时间基本在四小时以内；培训费用上，培训支出与家庭收入呈正向相关，家庭的培训支出负担率与

经济收入呈反向变动关系。东部和西部地区培训费用较高，中部偏低，西部地区家庭培训支出负担率最

高，中部负担率最低。政府应加大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均衡各地区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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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6” conducted by ISSS to analy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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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subjects, duration and cost of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n China. For older children, 
families with higher parental education and higher income, and eastern regions, the proportion of 
young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s higher; training subjects are 
relatively single, mainly for talent training; the higher the parents’ education and the family;s in-
come, the more kinds of remedial subjects the children attended; the tutorial time is relatively 
short; the weekly tutorial time is basically less than four hours; for the tuition expenses, tuition 
expenses and family income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the household education tuition burden 
rate is inver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income. The tuition fee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higher, and the central region is lower, and the burden rate of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highest 
in the west and the lowest in the midd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various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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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校外培训现象愈演愈烈，各类幼小衔接班、才艺培养班等也层出不穷，参与校外培训

的学生越来越低龄化，校外培训教育成为幼儿教育的重要一部分。校外培训教育又称“影子教育”，是

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由家庭购买的，参加的有关文化课或艺术方面的辅导或培训，已经成为我国社会

的一个普遍现象。2017 年 8 月，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上海幼儿早期教育(0~6 岁)状况调

查》[1]，数据显示有 57.1%的家长为孩子报名幼儿园以外的早教课程，其中 0 至 3 周岁幼儿有 39.9%参

加过早教课程，4 至 6 周岁孩子有 73.5%参加过。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花费 17832 元，占家庭年收入的

11.9%。更为惊人的是，培训机构对 3 岁前的婴儿开展奥数教育，举办所谓的“托奥班”。2018 年中国

日报网曾报道北京不少幼儿园大班出现了“空巢现象”，其原因是部分家长担心孩子像一张白纸一样升

入小学后，会跟不上学习的进度，于是在大班阶段就把孩子送进所谓的“幼小衔接班”[2]。对于家庭来

说，幼儿补习已经成为家庭在幼儿子女培养方面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技多

不压身”、“从娃娃抓起”等家长观念成为孩子补习的强大推手。 
幼儿是一个没有选择能力的特殊群体，幼儿校外培训现象具有其特殊性，需要专门化研究。朱巧玲

选取泰州市海陵区五所幼儿园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参与培训的幼儿占被调查幼儿总数的 63.1%，在培训

内容上有明显的性别偏好，家长更愿意让男孩学习体育、益智等项目，女孩则更多地学习舞蹈、绘画等

项目，花在培训班的费用全年在 2000~7000 元居多，但仍有近三成的幼儿年培训费用超过 7000 元。近九

成的家长对培训班持满意态度[3]。赵芳对幼儿校外体育开展调查发现，76.6%的幼儿都参加过课外体育

类的兴趣班[4]。陈乾峰和邓丽芳以杭州市为例对学前幼儿英语教育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19%的家长给孩

子在幼儿园以外的社会英语培训机构报名学习英语；31%的家长表示打算给孩子报英语培训班；另有 3%
的家长表示专门请人对孩子进行个别英语教学[5]。孔祥雯指出“随着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持

续提升，对少儿英语教育的需求不断攀升，我国英语教育低龄化趋势愈来愈强，父母对孩子英语培训的

热情日益高涨，少儿英语培训机构约为 20,000 家，少儿英语的市场产值约占整个英语培训产值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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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思嘉对北京市海淀区三所幼儿园 3~6 岁幼儿做调查，发现 73.9%的幼儿参与了社会培训，其中近五

成的学生参加了体育类社会培训；幼儿年级越高，其体育类社会培训参与比例越高，大部分家长在为其

幼儿选择体育类培训时，能充分地考虑幼儿的体育兴趣，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但也存在从众、跟风

现象；幼儿体育类社会培训的地理位置是否便于家长接送幼儿、能否最大程度减少幼儿家长的时间成本，

是家长为其幼儿选择体育类社会培训机构的首要因素[7]。刘沙沙以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为例，调查发现

参加补习的幼儿多从 4 岁开始，参加艺术类培养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文化类和体育类；近四成的幼儿平

时放学和寒暑假都有补习，30%的幼儿只在周末参加补习；有 60%以上的幼儿参加过两项以上的补习课

程，有近 30%的孩子曾经参加过 3 项以上特长培训，有的孩子在周末甚至于要辗转 3、4 个培训班之间；

超过 80%的孩子表示愿意参加补习；为孩子报名补习的家长中大部分是考虑孩子的兴趣，丰富孩子的课

余生活，但也有 8.1%的家长明确表示是为孩子升学而选报的培训班，而不为孩子报名补习的家长主要是

因为没时间和学费高；家庭年收入与为孩子支付的培训费用具有极显著相关，收入高的家庭在孩子培训

方面会加大投入，收入低的家庭会减少相应的支出。”[8]吕华指出，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教

育消费升级，80、90 后的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需求也从原来的“养育看护”向更加专业系统的少儿教育过

渡。因为蒙特梭利教学法中所指出的学习关键期，就是让儿童尽量按照其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律成长，家

长应善于观察孩子的兴趣点和所具有的天赋，适时的为孩子选报一些寓教于乐的培训班让孩子参加[9]。 
从以上文献可看出，目前对幼儿校外培训现象进行研究多以某门科目、某个地区为例，缺乏全国性

的数据调查与研究。因此，本文使用 CFPS2016 年数据对我国幼儿校外培训现象进行实证分析，了解幼

儿校外培训的规模、科目、时长以及成本等问题，从而理性地看待幼儿校外培训，引导校外培训的需求

与供给。 

2. 研究方法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

项目，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

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

本文采用 CFPS2016 年数据，选取幼儿为样本，使用 SPSS21.0 进行数据处理，并用卡方检验进行差异性

分析。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幼儿基本情况分析 

从表 1 可知，受调查的幼儿共有 1792 名，男生比例为 53.3%，超过女生，但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也

符合我国人口性别比例状况。年龄在三岁的只有 140 人，占比低至 7.8%，四至六岁占比超过 80%，且四

至六岁幼儿的比例分布比较均匀。父母学历为高中或中专的比例最高，基本在 40%左右，其次是初中及

以下，大专或高职次之，本科和研究生比例最低，仅有 10%左右，这与我国人口普查数据基本吻合。从

家庭经济状况上看，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10,000 元以下的比例最高，将近 50%，家庭人均年收入超过 20,000
元的只有 14.1%，超过 80%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20,000 元以下。从学校类型来看，幼儿进入民办幼儿园

上学的比例为 56.5%，高于公办幼儿园，这个比例基本符合目前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幼儿在园的情况。从

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样本量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样本占比最低，但总体上也比较均衡。 

3.2. 幼儿参加校外培训规模分析 

在 1792 名幼儿中，其中过去 12 个月参加过课外辅导的有 202 人，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为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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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北京大学教育财政所报告的2017年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参与率为47.2%来说[10]，
幼儿校外培训参与率总体较低。虽然升学压力不断下移，导致校外培训参与率越来越高，但基于幼儿的

特殊性其对幼儿教育的影响仍然有限。 
 

Table 1.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young children samples 
表 1. 幼儿样本个人信息情况 

 有效样本数 占全部样本比例 

性别 
男 959 53.5% 

女 833 46.5% 

年龄 

3 岁 140 7.8% 

4 岁 459 25.6% 

5 岁 552 30.8% 

6 岁 479 26.7% 

父亲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553 30.8% 

高中/中专 688 37.3% 

大专/高职 254 14.2% 

本科 122 6.8% 

研究生 80 4.5% 

母亲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561 31.3% 

高中/中专 716 40.0% 

大专/高职 244 13.6% 

本科 127 7.1% 

研究生 70 3.9% 

家庭人均年收入 

4000 及以下 502 28% 

4000 至 10,000 517 28.9% 

10,000 至 20,000 461 25.7% 

20,000 以上 253 14.1% 

学校类型 
公办 771 43.2% 

民办 1013 56.5% 

不同地区 

东部 688 38.4% 

中部 588 32.8% 

西部 516 28.8% 

 
从表 2 可知，在性别上，参加校外培训的女生 115 人，占比 56.9%，男生 87 人，占比 43.1%，女生

比男生参与率略高一点，但总体还比较均衡。目前，城乡在抚养子女方面大多数已无“重男轻女”观念，

而且一些农村家长认为女孩的出路较窄，家长更愿意付出投资。至于城市地区，一些家长有女孩要“富

养”的观念，并且女孩相对男孩更听话更愿意学习，以上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女孩补习机会更多。从年龄

来看，学生年龄越大，校外培训参与率越高，年龄为三岁的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率低至 3.8%。近代医学研

究表明，四岁幼儿各部分的身体比例逐渐与成人接近，大脑皮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也与成人相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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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水平已经能够达到成人的 50% [10]，也就是说四岁左右的孩子已经有了辨别、思考和学习的能力。

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大多在四岁及以上。 
 

Table 2. The scale of young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表 2. 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规模状况 

 参加课外补习 
学生人数 

参加课外补习的 
学生比例(%) 卡方检验 

性别 
男 87 43.1 χ2 = 10.114 

P = 0.001 
女 115 56.9 

年龄 

3 岁 6 3.8 

χ2 = 25.928 
P = 0.002 

4 岁 31 19.4 

5 岁 61 38.1 

6 岁 62 38.8 

父亲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31 16 

χ2 = 125.671 
P = 0.000 

高中/中专 56 29 

大专/高职 38 19.7 

本科 40 20.7 

研究生 28 14.5 

母亲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31 15.4 

χ2 = 91.072 
P = 0.000 

高中/中专 67 33.2 

大专/高职 39 19.3 

本科 33 16.3 

研究生 24 11.9 

家庭人均年收入 

4000 及以下 17 8.4 

χ2 = 80.228 
P = 0.000 

4000 至 10,000 55 27.2 

10,000 至 20,000 61 30.2 

20,000 以上 69 34.2 

学校类型 

公立 102 50.5 

χ2 = 5.904 
P = 0.116 

民办 100 49.5 

4 岁 31 19.4 

5 岁 61 38.1 

6 岁 62 38.8 

不同地区 

东部 95 47 
χ2 = 17.745 
P = 0.000 中部 74 36.6 

西部 33 16.3 

 
不同家庭的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规模存在着显著差异。就父母文化程度来说，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

孩子参与校外培训的比例也越高。父母学历对参与率的影响呈倒 U 型：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和本科的，

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最高；父母学历为研究生的，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次之，而父母学历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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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以下的，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最低。父母学历是家庭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布迪厄眼中，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对于高学历的父母来说，他们一般已经尝到了文化资本

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甜头”，所以他们更愿意、也更积极地推动子女积累更多更高的文化资本。校外培

训机构作为生产文化资本的场所之一，是他们为子女投入教育补习的重要因素。学历为研究生的父母比

例较低，他们在育儿上可能更坚持自己的想法，其子女参加校外培训比例处于第二。按照家庭年人均收

入水平，将样本中的家庭分为四个收入组，发现经济资本越高的家庭，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越高。

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可能性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增大的趋势。校外培训作为一种消费行为，

深受家庭经济能力的制约，家庭的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的教育行为决策。正如布迪厄所说，

不同阶级拥有不同的资本量，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家长就比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分享社会

财富，中产家庭往往工作稳定，收入稳定，他们能为孩子参加补习班提供很好的经济支撑，能为孩子争

取更优的教育资源，所以他们的孩子参加补习班的概率更高。拉夫特瑞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则

认为只要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机会，他们就会通过各种途径动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使其子女的教育机会最大化。 
在学校类型上，薛海平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民办学

校[11]，但这在幼儿身上没有体现，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幼儿园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没有显著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民办幼儿园数量占比较高，就读民办幼儿园的学生人数超过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学校教学质量一般比民办学校好，为拉大与其他学生人力资本的差距，公办学校的学生更可能去

寻求校外培训，但我国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没有显著的办学质量差异。 
从地区来看，全国东中西的校外培训参与率也是有差异的，东部地区参与率最高，为 47%，其次是

中部地区(36.6%)，而西部地区最低(16.3%)，且东中西参与率差异巨大，东部地区远高于西部地区。这与

薛海平研究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参与率的地区差异是一致的[12]。我国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

著差异，导致不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也不同，人们的教育观念也有差异。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和中部

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比较发达，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相对更重视，故其校外培训参与率更高。同时，东

中部经济更发达，人们的购买力也更强，培训市场有利可图并不断扩展，推动校外培训成风。 

3.3. 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科目的分析 

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早在 16 世纪就在《大教学论》中论述了学习中兴趣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还

有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如洛克、卢梭、海尔巴特等都论及了学习中兴趣的重要性。兴趣是激励学习的

直接动力，越来越多的家长深谙这个道理，对孩子兴趣的挖掘也从娃娃开始抓起。陈鹤琴也提出幼儿智

力的发展不能只靠“知识的灌输”，游戏环境、艺术环境的构建是满足幼儿心理需求的有益活动[8]。因

此带孩子参加各种不同科目的补习也成为了家长们的不二法宝。 
我国幼儿园阶段的学生参加校外培训以才艺培养为主，其参加人数占所有参加校外培训学生数的

69.5%，其次是亲子活动，占比 24%，参加竞赛和心智开发的学生人数均较少，分别占 1.2%和 3.6%，参

加其他培训班的人数占比居中，为 7.2% (见表 3)。由此可见，幼儿园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科目比较单

一，主要为才艺培养。究其原因，从家长角度来看，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已经可以开始接受艺术的熏陶和

教育，幼儿园内的课程不完全能满足家长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在学习压力相对还非常低的阶段多接受才

艺的培养就成为不二选择。同时，当今社会对孩子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能文会武”是父母们对

孩子的期待，从升学压力上来看，一些家长也期待孩子能通过才艺或技艺在升学或择校考试中获得加分

的可能。此外，这一阶段的幼儿更容易接受具有一定趣味性的课程，也与市场上才艺培养补习机构占比

较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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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scale of young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training subjects 
表 3. 幼儿参加不同培训科目的规模 

培训科目 培训人数 所占培训总人数比例(%) 卡方检验 

竞赛 2 1.2 χ2 = 593.906 
P = 0.000 

才艺培养 116 69.5 χ2 = 606.806 
P = 0.000 

心智开发 6 3.6 χ2 = 594.586 
P = 0.000 

亲子活动 40 24 χ2 = 606.679 
P = 0.000 

其他 12 7.2 χ2 = 596.063 
P = 0.000 

 
参加亲子活动的人数占比为 24%，在众科目中排名第二(见表 3)，也体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家长素

养的提升，越来越多家长开始不仅关注孩子的综合素养，也愈加重视亲子关系，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 
由表 4 可知，幼儿参加培训班科目在性别和年龄上无显著差异，但在竞赛、心智开发和亲子活动三

门科目上，男生参与比例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参加才艺培养的占比更高，为 56.9%。这可能是因为在

社会认知和传统上对才艺的要求更多体现在女生身上，而且才艺培养中舞蹈、美术等培训班数量占比较

高，这类培训班更适合女生。在年龄上，不论是哪门科目，三岁学生参与比例都显著较低，且三岁学生

只参加了才艺培养和亲子活动两门科目。四岁及以上的孩子在参加科目上无显著差异。究其原因是学生

三岁还比较小，一般都才刚刚进入幼儿园或者还未进入幼儿园，对学习还需要一个适应阶段，且学习能

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有限，故而家长对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班考虑较少。 
 

Table 4. The statu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participating in training subjects 
表 4. 不同个体参加培训班科目的状况 

培训科目 
性别(%) 年龄(%) 

男 女 3 岁 4 岁 5 岁 6 岁 

竞赛 100 0 0 50 0 0 

才艺培养 43.1 56.9 3.4 14.7 34.5 29.3 

心智开发 83.3 16.7 0 16.7 0 50 

亲子活动 62.5 37.5 5 32.5 32.5 17.5 

其他 50 50 0 8.3 33.3 25 

卡方检验 χ2 = 7.596 
P = 0.108 

χ2 = 27.028 
P = 0.86 

 
从表 5 可看出，父母学历和人均收入不同的家庭，其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有所差异。父母学历越高

的家庭，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种类越多，而父母学历低的家庭，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种类也较少，主要

为才艺培养和亲子活动这两门；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种类越多，而且参加不同科目

的人数分布也越均匀。根据卢卡斯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优势地位群体在该级教育变得普及时，

竞争将围绕着教育的质量和类型而进行。在幼儿教育普及的情况下，高学历父母和高收入家庭更注重孩

子教育质量和类型的获得，多样化的培训科目参与是他们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抓手。参加竞赛的学生其

父母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其家庭收入也较高，为高收入群组；父母学历越高、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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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才艺培养的比例也越高；参加心智开发的学生，其父母学历均为高中及以上，家庭人均收入在 10,000
以上；父母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其孩子几乎不参加其他辅导班，可以推测低学历父母对课外补习市场

的认识较局限，在培训科目选择上偏向于跟随大流。 
 

Table 5. The status of young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training subjects 
表 5. 幼儿参加培训班科目的状况 

 
培训科目(%) 

卡方检验 
竞赛 才艺培养 心智开发 亲子活动 其他 

父亲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0 17.4 0 35.1 0 

χ2 = 170.387 
P = 0.000 

高中/中专 0 14.7 40 13.5 27.3 

大专/高职 0 23.9 0 21.6 27.3 

本科 50 24.8 60 13.5 27.3 

硕博 50 19.3 0 16.2 18.2 

母亲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0 9.1 0 18 0 

χ2 = 115.843 
P = 0.000 

高中/中专 0 31.8 0 33.3 58.3 

大专/高职 0 21.8 66.7 20.5 16.7 

本科 0 23.6 0 17.9 8.3 

硕博 100 13.6 33.3 10.3 16.7 

家庭人均年收入 

4000 及以下 0 7.9 0 8.1 8.3 

χ2 = 97.523 
P = 0.000 

4000 至 10,000 0 19.3 0 32.4 25 

10,000 至 20,000 50 32.5 66.7 35.1 25 

20,000 以上 50 40.4 33.3 24.3 41.7 

学校类型 
公立 100 51.7 33.3 50 33.3 χ2 = 12.207 

P = 0.429 
民办 0 47.4 66.7 47.5 66.7 

不同地区 

东部 50 50.9 66.7 57.5 66.7 
χ2 = 28.108 
P = 0.000 中部 0 31 33.3 25 16.7 

西部 50 18.1 0 17.5 16.7 

 
在学校类型上，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学生在参加校外培训的科目上几乎没有差异，这应该与公立和

民办幼儿园的学生在校外培训参与率上几乎没有差异有关。不同地区的幼儿参加的校外培训科目也存在

着差异。参加竞赛的多为东部和西部，中部几乎没有；参加才艺培养、心智开发、亲子活动和其他辅导

班的学生东部均占比最高，均超过了 50%，其次是中部，西部占比最低。这可能是受东中西三个地区经

济发展的影响，东部经济发展最好，故幼儿课外补习市场也越大，供给推动需求。 

3.4. 幼儿参加培训科目的时长分析 

幼儿平均每周校外培训时长约为 4 小时，每周培训时长在两小时以内的占比最高，为 48.5%，其次

是 2~4 小时的，有 27.6%的学生每周校外培训时长为 2~4 小时，而每周培训时间为 4~6 小时的学生人数

最少，只有 10.4%，6 小时以上的占比为 13.5% (见表 6)。可见幼儿整体培训时间较为适中，大部分每周

培训时间在 4 小时以内，学生培训客观负担比较轻。但仍有少量学生培训时间较长，一周培训时间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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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六小时。 
 

Table 6. The status of young children training hours 
表 6. 幼儿培训时长的状况 

培训时间 培训人数 所占培训总人数比例(%) 培训时间均值 

0~2 h 79 48.5 

3.93 h 
2~4 h 45 27.6 

4~6 h 17 10.4 

6 h 以上 22 13.5 

 
不同科目学生们每周的培训时间也存在差异。才艺培养每周培训的时间主要在四小时以内，培训时

长比例最高是 0~2 小时，为 43.1%，其次是 2~4 小时，为 30.2%。亲子活动每周培训时间为 0~2 小时的

比例为 80%。心智开发每周培训时间在两小时以内的占比 50%，6 小时以上的也为 50%。参加其他培训

班的时长为 2~4 小时的比例最高，为 41.7，其次是 0~2 小时，为 33.3%，6 小时以上的比例也达到了 16.7%，

这相对其他培训科目占比较高(见表 7)。可见，除了竞赛科目以外，其余几门科目培训时长主要集中在四

小时以内，四小时以上占比较少。这与总体的培训时长分布是一致的。 
 

Table 7. The dur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training subjects 
表 7. 幼儿参加不同培训科目的时长状况 

培训科目 培训人数 所占补习总人数 
比例(%) 

每周上该培训班时长的百分比(%) 

0~2 h 2~4 h 4~6 h 6 h 以上 

竞赛 2 1.2 0 0 50 0 

才艺培养 116 69.5 43.1 30.2 11.2 12.9 

心智开发 6 3.6 50 0 0 50 

亲子活动 40 24 80 10 5 2.5 

其他 12 7.2 33.3 41.7 8.3 16.7 

3.5. 幼儿参加培训科目的时长分析 

由表 8 可知年人均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幼儿的校外培训支出和教育总支出也越高，校外培训支出占

教育总支出的比重与家庭年人均收入呈正向相关。雷万鹏[13]、楚红丽[14]等学者都认为“家庭经济资本

越高的学生其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越大”。教育(包括校外培训)具有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功能，不少

低收入阶层通过课外补习提升人力资本，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而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必然意味着高阶层

的向下流动。因此收入较高的家庭为了维持其家庭阶层或者实现向上流动，利用家庭的经济优势加大对

子女的校外培训投入。而校外培训支出占家庭年收入比重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逐渐降低，也就是说校外

培训负担率与经济收入呈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校外培训支出具有累退性，低收入家庭在购买校外培训

服务时面临较沉重的经济压力。表 8 中年人均收入低于 4000 元的家庭其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率格外高，达

到了 8.5%便证明了这一点。从表 8 中还会发现，教育支出里校外培训支出所占比重并不高，家庭年人均

收入最高组(20000 以上)，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总支出比重最大，但其比重也在 30%以下。可见，我国幼

儿的教育支出仍然以学校教育为主，这可能与我国幼儿园学费本身也比较高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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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Expenditure on private tutoring for different types of students 
表 8. 不同类别学生校外培训支出 

 
有校外培训的家庭 

校外培训均值(元) 教育总支出(元) 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

总支出比重 
校外培训支出占家庭

年收入比重 

不同家庭年人均 
收入组别 

4000 及以下 833 5028 16.6% 8.5% 

4000 至 10,000 775 5098 15.2% 2.3% 

10,000 至 20,000 2463 9556 25.8% 3.5% 

20,000 以上 4672 15652 29.8% 2.0% 

不同地区 

东部 3312 11802 28.1% 2.5% 

中部 1574 7244 21.7% 1.8% 

西部 2445 10261 23.8% 4.2% 

 
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和教育总支出均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均最低。东部

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总支出比重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西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率最高，

其次是东部，中部最低，西部的负担率远高于东中部，而且不同地区校外培训支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

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均值为中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两倍多。从经济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和教

育发展水平较发达，校外培训参与率最高，参加培训的科目更多，其校外培训支出和教育总支出自然最

高，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总支出比重最高。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家庭收入更低，故西部地区

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率最高。 

4.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幼儿园阶段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总体比例较低，为 11.3%，远低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

外培训参与率。学生年龄越大，校外培训参与率越高。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或本科的，幼儿校外培训

参与率最高，硕博次之，初中及以下最低。经济收入越高的家庭幼儿校外培训参与率越高。东部地区幼

儿校外培训参与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学校类型和性别对幼儿校外培训参与比例影响不大。 
第二，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科目比较单一且集中，近七成的学生参加才艺培养，其次是亲子活动和

其他辅导班，心智开发和竞赛参与的学生较少。幼儿参加培训班科目在性别和年龄上无显著差异，但参

加才艺培养的女生占比高于男生，三岁学生参与比例都显著较低且参与科目较少。父母学历和家庭收入

越高的家庭，孩子参加的培训科目种类越多，且高学历父母在培训科目选择上更有自主性，而低学历父

母偏向于跟随大流。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学生在参加培训的科目上几乎没有差异。除竞赛外，每

门科目东部学生参与比例均最高，均超过了 50%，其次是中部，西部占比最低。 
第三，幼儿参加校外培训的时长比较合理，每周参与时长基本在四小时以内，且多数学生补习时长

为 0~2 小时，平均每周补习时长为 3.93 小时。除了竞赛科目以外，其余几门科目补习时长也主要集中在

四小时以内，四小时以上占比较少，与总体的补习时长分布一致。 
第四，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幼儿的校外培训支出和教育总支出也越高，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总支出

的比重与家庭年人均收入呈正向相关。家庭的校外培训负担率与经济收入呈反向变动关系，低收入家庭

在购买教育补习服务时面临较沉重的经济压力。教育支出里校外培训支出所占比重并不高，低于 30%。

在不同地区的家庭中校外培训支出的差异较大，即东部地区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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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西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地区家庭负担率最低。 

4.2. 对策及建议 

4.2.1. 政府应加强对校外培训市场的引导与监督 
幼儿是一个认知能力相对较低的特殊群体，其对校外培训班以及补习老师缺乏认知、评价和选择能

力，这也导致了市场上的一些校外培训班优劣难辨，而不合格的培训机构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无法预估。

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校外培训市场的监督与管理。同时，培训市场提供的补习科目同质性较高，家长和

孩子可选择性不多，政府及教育部门应当引导补习市场向更多元化方向发展。 

4.2.2. 政府应扶持幼儿园开展公益性的幼儿课后活动，同时加大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均衡各地区 
教育发展 

一些研究表明，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都先后就儿童放学后托管教育出台了系列政策，儿童托管

是政府扶持的一项教育举措，政府有责任鼓励学校、幼儿园、社区等机构开展儿童托管服务。在美国的

托管实践中，政府将 4 至 12 岁儿童托管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由政府提供部分经费，并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为儿童提供完善而有效的服务[15]。在韩国，“放学后学校”是韩国教育部为抑制私立民间教育辅

导机构泛滥而实行的一种教育政策，包括面向幼儿的保育活动、面向中小学的补充教育活动等[16]。在法

国，绝大多数儿童课外活动中心都是公立的，分布在幼儿园和小学附近，经费来源以政府拨款补助为主，

以游戏为主要活动，承载着公民教育、合作精神和集体生活能力的教育[17]。面对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补习

差异引起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以及非科学补习引起的幼儿身心问题，我国政府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有条件地

承担儿童课外教育的公共责任，科学制定课外教育服务制度，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校外培训现象的盛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便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政府应对落后地区加大教育投入，

针对不同家庭条件情况给予不同程度扶持，如西部地区家庭的校外培训支出比较高昂，且负担率较重，

政府应该对西部地区的学校教育加大投入和扶持，对西部地区校外培训负担率较重的家庭提供补贴和帮

助，促进教育公平。 

4.2.3. 家长应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坚持科学理性育儿 
家长要不断的进行自我提高，遵循孩子的兴趣和成长规律，对孩子准确定位，根据孩子自身的特点

选择补习。不要一味跟风或者是抱有功利心态，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在培训时长上，要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强度过高的培训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同时，家长

还应根据家庭经济状况，选择合适的培训机构进行学习，对幼儿理财教育有着明确的认识，不要盲目地

从众，出现过度消费和无效投资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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