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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有关我国中小学陪读现象的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

文章数量波动上升；文献来源集中于高校学者；研究对象以农村陪读家庭及家庭各要素为主。通过梳理

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内容发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陪读有不同的操作性定义；社会学、教育学学

者比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更加关注陪读现象；实证现状研究成为当前陪读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过程涵盖陪读的成因、过程、发展、影响等各个方面。因此，建设符合教育逻辑结构的陪读理论；

融合教育背景下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成果相互借鉴，学者们合作探索加强量化实证研究；提高中小学不同

陪读生群体的关注提高操作性以及客观分析消极影响等是未来中小学陪读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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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papers on the phenomenon of accompanying read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NKI databa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articles fluctuates and increases; the literature source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638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6381
http://www.hanspub.org


付世婧 等 
 

 

DOI: 10.12677/ae.2021.116381 2450 教育进展 
 

are concentrated in university scholars;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mainly rural accompanying fami-
lies and family elements. By combing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the phenomenon of accompanying 
read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t is found that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disciplinary 
backgrounds have different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accompanying reading; sociologists and 
educato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accompanying reading than scholars in eco-
nomics, psych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empirical research has become the main research me-
thod of accompanying reading research; the research process covers the causes, process, devel-
opment and influence of accompanying reading. Therefore, we should build a theory of accompa-
nying reading in line with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educ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mul-
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scholars cooperate to explore and strengthen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improving the at-
ten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accompanying studen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mprov-
ing operability and objectively analyz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ar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c-
companying studen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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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0 月 1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

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条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对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职责。国

家采取措施指导、支持、帮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家庭保护一章中

对监护人提出了更高和更细致的要求。从法律角度看，陪读是监护人行使监护义务的一种社会表现。随

着广大家庭对中小学教育的愈发重视，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离开原居住地选择陪读，陪读已成为我国当

前社会特殊但又普遍的社会现象。由图 1 (1995~2020 年中小学陪读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可看出，关于中

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呈波动式增长，可见学术界对中小学陪读现象的关注也呈波动增加的趋势。以“陪

读”“陪读中小学”“陪读中学”“陪读小学”分别为主题词在 CNKI 中检索至 2020 年 9 月的相关文献，

共 329 条结果，其中期刊文献 235 篇，硕博士论文 47 篇，会议论文 5 篇，报纸刊载 43 篇，经过筛选剔

除官僚陪读、夫妻陪读、国外陪读、文学作品《陪读夫人》等最终确定 167 篇文献，作为本研究文本分

析数据库。梳理我国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的脉络和现状，为学校和社会对陪读家庭和陪读人员进行家庭

干预指导提供有益借鉴。 

2. 中小学陪读现象文献的计量分析 

2.1. 文献数量：呈波动式增长 

中小学陪读现象的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和文献分布表侧面反映出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的已有成果和

未来发展的趋势。对于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最早的研究成果是 1996 年发表在杂志《父母必读》上的《为

家长解除小学陪读之忧——4~7 岁儿童智力训练法函授》，自此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相关研究开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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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1995~2020 年中小学陪读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和表 1 (1995~2020 年中小学陪读文献分布表)来看：

总体上研究成果呈波动上升的趋势。根据上述图表，笔者对我国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成果的发展阶段

做了划分，大致分为三个时期：萌芽阶段(1995~2003 年)，其原因是学者们已开始关注中小学陪读主题，

但研究成果很少，由图 1 可以看出，(1995~2003 年)九年间发表文献仅 2 篇，占发文总量的 1.6%，出版

机构集中在《父母必读》杂志，关注中小学陪读的机构与学者还相对较少；缓慢发展阶段(2003~2012 年)，
从数量来看，九年间发表文章总数 62 篇，占总发文量的 33.9%，从发展趋势来看，相关研究发展较为稳

定，无大幅度增长、减少的趋势，关注中小学陪读现象的作者逐渐增多，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快速发

展阶段(2013~今)，从图 1 可看出，文献数量呈波动式快速增长阶段，八年间发文篇数 118 篇，占总发文

量 64.5%，从相关作者和相关机构来看，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关注陪读现象。上述可知，研究者们对

中小学陪读的关注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 
 

 
Figure 1. Broken line diagram of literature distribution of accompanying read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rom 
1995 to 2020 
图 1. 1995~2020 年中小学陪读文献分布折线图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accompanying reading documen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rom 1995 to 2020 
表 1. 1995~2020 年中小学陪读文献分布表 

发表年份 1995~2002 年 2003~2012 年 2013~2020 年 总计 

发文量 3 62 118 183 

占比(%) 1.6 33.9 64.5 100 

2.2. 文献来源和相关作者：集中在高校(近十年) 

对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后发现，由表 2“相关作者发文量”可知，发文量排名前十相关作者分别是王

莉、谢芳、高星云、张彩燕、香成福、杨银、丁斌、王建民、张彩琴、刘茂昌。经作者通讯地址溯源发现发

文量排名前十的作者均来自于高校。由表 3“相关机构发文量”可知，相关机构发文排名(前十)分别是：内

蒙古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河西学院、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内蒙古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辽

宁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国青年报社，可知相关机构发文排名前 9 名均为高校。在中小学陪读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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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高校学者成为了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的主力军。由表 3 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发文量前十的机构 9
家机构在高校，共发文 50 篇，占参考文献的 27.3%。可以看出高校为中小学陪读研究做出的贡献。 

 
Table 2. Ranking of documents issued by relevant scholars (top 10) 
表 2. 相关学者发文排名(前十) 

排名 相关学者 发文量(篇) 排名 相关学者 发文量(篇) 

1 王莉 4 6 高星云 2 

2 谢芳 3 7 张彩燕 2 

3 王建民 3 8 香成福 2 

4 张彩琴 2 9 杨银 2 

5 刘茂昌 2 10 丁斌 2 

 
Table 3. Ranking of documents issued by relevant institutions (top 10)  
表 3. 相关机构发文排名(前十) 

排名 相关机构 发文量(篇) 排名 相关机构 发文量(篇) 

1 内蒙古师范大学 8 6 武汉大学 4 

2 河西学院 8 7 华中科技大学 4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 8 内蒙古大学 4 

4 华中师范大学 6 9 辽宁师范大学 3 

5 西南大学 4 10 中国青年报社 3 

2.3. 关键词词频统计 

Table 4. Keyword ranking of accompanying reading phenomenon (top 10)  
表 4. 陪读现象关键词排名(前十)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 

陪读 61 43.3 43.3 43.3 

农村家长 26 18.4 18.4 61.7 

农村陪读家庭 12 8.5 8.5 70.2 

利弊 8 5.7 5.7 75.9 

进城陪读 7 5.0 5.0 80.9 

陪读幼儿 7 5.0 5.0 85.8 

陪读家庭 5 3.5 3.5 89.4 

亲子关系 6 4.3 4.3 93.6 

中学生 5 3.5 3.5 97.2 

教育资源 4 2.8 2.8 100.0 

总计 141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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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关键词是文章中心的体现，由表 4“陪读关键词排名”可知，“陪读家庭”的频率是 17，“家

长”的频率是 26，要高于“学生”频率 5，同时教育资源也出现在排行榜上，位居第十名。表明学者们

已经关注到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是形成陪读现象的原因之一。当前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

农村家庭中的各个要素，研究方法主要运用调查问卷分析，主要针对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布局等社会制

度等。 

3. 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的综合分析 

3.1. 不同学者对陪读的概念研究：陪读是一种社会现象 

陪读，顾名思义是陪伴读书的意思。目前，学术界对于“陪读”没有统一的定义，大致有以下四种

倾向：第一，有的学者认为陪读是一个过程。如王欣、卢春天(2019)认为陪读是家庭资源实现资源传递的

动态过程，重点关注陪读的社会成因、社会过程和社会后果[1]。第二，有的学者认为陪读是一个事件。

如张菠(2019)认为陪读是一组家庭事件。陪读不但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更带来家庭角色分工变化，进而

对家庭关系带来挑战[2]。第三，有的学者认为陪读是一个行为。如姚玉红等(2019)认为陪读是指父母为

子女的学业离开原有居住地，暂居在学校附近以长期照顾生活、陪伴学习为目的的行为[3]。第四，有的

学者认为陪读是一个社会现象。如许加明(2018)认为陪读是指家长为追求更好的教育效果，从老家来到子

女就读的学校所在的城镇居住以陪伴孩子学习、照顾孩子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4]。综上所述，国内对于

陪读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专业的学者有不同的操作性解释，大多数学者更加倾向于陪读是一种现象，

是指陪读者为陪读生的学业离开原有居之地，进入陪读生就读学校所在地区暂时居住，照顾其学习和生

活为目的的一种现象。在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中，陪读是指中小学生家长为中小学生学业离开原有居

住地，进入陪读学校所在地附近暂时居住，照顾其学习和生活起居的一种社会现象。 

3.2. 社会学、教育学为主，经济、心理学是重要补充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以学科来源为依据，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我国陪读的现状进行了研究，

其依次是教育学、经济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与生命历程视角。通过对参考文献作者级通讯单位进行

统计发现：59%的研究来自各大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学者(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学院名称)，其中一

部分研究者侧重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强调一般社会现象(孔德、斯宾塞)如：许加明(2018)认为农村中

小学陪读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的形成是多种结构性力量共同形塑的结果，国家制度的规制

和传统文化的助推催生了其必要性，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为其提供了可行性[4]。而作为一

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农村中小学陪读导致了多种社会后果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一部分侧重以个人

及其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M.韦伯)。如：田北海，黄政(2019)基于对 L 镇的实地调查，从家庭作为一个生

活共同体的现实出发，分析了农村陪读母亲形成的原因。从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及城乡区域教育资源

配置不均衡问题进行探讨[5]。由图 2 可知，6%的学者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其中，一部分学者以中小

学生为研究对象，探析影响他们学业发展、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如：厉飞飞，徐艳(2018)采用问卷调查

法发现中学生的学业压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学业压力在年级(F = 1.891，P < 0.05)、父(表现在学业压力

中的挫折压力，F = 2.291，P < 0.05)母(表现在学业压力中的竞争压力，F = 2.708，P < 0.05)亲文化水平、

学习成绩(F = 3.515，P < 0.05)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6]。一部分以陪读者为研究对象，探究陪读过程中陪

读家长的心理弹性。如：冯吉荣，魏寿洪(2018)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40 名康复机构孤独症儿童陪读家长的

心理弹性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7]。25%的学者从教育学角度解读了陪读现象。一部分是以特殊儿童

为研究对象的全纳教育和融合教育相关研。如：杨银，拓小娟(2019)对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自闭症学

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研究探究融合教育和全纳教育的可能性[8]。一部分则关注普通中小学陪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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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亲子关系、学业成绩等。如：牛栏芳，李松柏(2016)利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调查对象进行资料收集，并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孩子的学习成绩、性格特征对陪读有显著影响；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对陪读有显著

影响；父亲职业、母亲的文化水平对陪读有显著影响[9]。9%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他们更多的关注

家庭成员的阶层流动竞争，教育风险投资，资源优化再生等方面。如：雷望红(2018)通过研究发现，“半

工半陪”是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最新策略，通过牺牲陪读者的劳动价值和家庭全部资源换取家庭阶层

流动的可能性，陪读的高成本和家庭的弱积累增加了教育投资与家庭发展的风险性，最终导致农村家庭

教育资源投入内卷化[10]。在生命历程视角和新闻与传播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各有一位。新闻传播学的角

度则以新媒体为媒介探究人们社会角色和行为的改变[11]。生命历程研究视角侧重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对

个人生活与发展的显著影响。如陈锋，梁伟(2015)研究在撤点并校后对农村家长进城陪读后职业再选择的

影响[12]。 
 

 
Figure 2. Research perspective pie chart 
图 2. 研究视角饼图 
 

综上所述，在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中，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居多，其依次是教育学、经济学、心

理学、新闻传播学与生命历程视角。绝大多数学者都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陪读这一现象进行解

读和探析。社会学者更多的关注中小学生家长，陪读家长社会适应，陪读家长职业再选择，性别视角下

的劳动特点等，经济学的学者更多的关注家庭资源传递，优化配置，人力资本。教育学和心理学者更多

的关注亲子关系，陪读父母的情绪和学生的学业压力，对于陪读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关注较少。 
总体来说，笔者认为教育领域下的学者对中小学陪读的关注不足，中小学陪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现象的主体是孩子，家长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已有研究发现这种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产生了影响，无论是高校研究者还是一线教师，都应该关注这种现象。无论是社会学、经济学

还是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的关注点更多的体现在现象及现象的衍生产品，而教育研究者的背景决定他们

更能从学生出发，以学生为本，因此教育研究者的参与与关注是十分必要的。 

3.3. 陪读家庭以及家庭各要素是研究的主要对象 

以陪读群体为标准可将中小学陪读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中小学生和陪读家长。中小学生又可细化为

普通中小学生和特殊中小学生。陪读家长又可细化为亲代家长(父母)和隔代家长(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再者，陪读者与陪读生的关系多种多样。基于参考文献，大致作了以下划分：祖孙、亲子、师生、朋友、

夫妻。在中小学陪读中主要有祖孙，亲子，叔侄三种人际关系。以陪读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与前面统一格

式：临陪，因陪读生在校的突发状况，为使陪读生顺利完成学业，陪读者选择临时陪读；半陪，因多种

原因，陪读者需要一边陪读，一边工作；全陪，家长为了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起居，放弃工作，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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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孩子。以陪读原因和类型又可划分为统一：随迁型陪读，因父母进城务工而不得不选择择校式的陪

读；被迫型陪读，因中小学布局调整而致的(如撤点并校)而不得不被迫选择陪读；主动型陪读，家长们祈

求孩子可以获得更高的教育质量，主动选择陪读，主动型陪读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家长。 
 

 
Figure 3. Pie chart of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objects 
图 3. 研究对象总体分布饼图 

 
由图 3“研究对象总体分布图”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对家长的关注为 43%，学生为 37%，

家庭及其他为 20%，因此家长大于学生对学生的关注。在中小学生这个群体中对于普通中小学生的关注

为 72%要多于特殊儿童的 18%。而且比较少的关注陪读中的中小学生本身，较少的关注在家庭、学校和

自我内部矛盾的相互作用下身体和心理所发生的量、质、结构方面变化的过程和结果。 
多元背景学者们的问题聚焦是不同的，学者们背景的多元化更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小学陪读现象的横

向发展。其中教育视角的学者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笔者认为，一切为了孩子的

健康发展是此类研究主要的目的和价值之一，实现此目标需要更多教育学者们的参与。 

3.4. 实证探究成果居多 

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不同形式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针对中小学陪

读者群体的群体访谈和问卷调查；针对陪读者的个别访谈；针对某几个家庭的深度访谈；针对陪读生的

群体访谈和问卷调查；针对陪读生的个别访谈等等。其中高校学者成为了实证研究的主力军。实证研究

法是目前我国学者研究中小学陪读现象的主要方法，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和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中

小学陪读现象的现状。 
综上所述，学者们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证研究，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

经验型材料，揭露中小学陪读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帮助对此问题关注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发现和总结推进

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更好地理解现象更深处的矛盾。另外，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需要更加开拓研究

方法，实验研究法和对比研究法希望能得到更多学者青睐，从而使实证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 

3.5. 研究内容涵盖陪读的成因、过程、发展、影响 

回顾 1990 年至今的成果，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在中小学陪读的相关研究中，概括地说，集

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为什么要陪读？即探讨陪读成因。第二，怎样陪读？调查显示，陪读群体构成中

母亲陪读占 75.4%，陪读家庭经济条件状况一般的占 56.2%，陪读家长文化程度中学水平者占 58.9%。陪

读家长以母亲为主，近年来也出现了父亲，(外)祖父母的身影[13]。第三，陪读中产生了哪些问题？有哪

些影响？即讨论陪读的价值。大部分学者认为陪读产生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有的学者认为陪读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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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无一利，用“毒瘤”来形容陪读。第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讨论策略的实施。各个学者从自己的专

业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的建议。集中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方面改进。 
综上所述，学者们认为中小学陪读是集中办学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学者们尽可能地从多方面着手

探求中小学陪读的成因，分析目前中小学陪读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家长陪读犹如一把双刃剑，虽然家

长陪读能对学生学业成绩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却忽略了陪读生的自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

也不利于家庭亲子关系的构建，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和冲突，但研究者们对于此方面缺乏研究的深度。研

究者们将更多的关注给予现象的描述，忽略出现问题后策略的相关研究，也缺乏与非陪读生的对比研究。

由于缺乏对比研究，作为研究者，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陪读真的像有些学者描述的是一个“毒瘤”

吗？社会各界是否把陪读现象妖魔化了？就如当年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倾情渲染导致我们对留守

儿童的认知产生的偏差一样[14]。总之，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中小学陪读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引发

了一些问题，如何弱化消极影响，还需要研究者们继续研究。 

4. 中小学陪读现象的反思与展望 

4.1. 建设符合教育逻辑结构的陪读理论基础 

目前，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陪读者的社会角色，劳动力特点和中小学陪读现象的

描述，成因，对策等方面。首先对中小学陪读现象进行事实性的描述或经验性的解释，再对目前的国家

政策、社会制度、资源分布、教育结构等指出不合理之处，“上层建筑”的架构研究不足。有学者指出

关于陪读已经形成“急速膨胀的陪读现状描述——陪读投射的原因探析——陪读所带来的利弊争议——

陪读的建议与展望”研究模式。 

尽管如此，作为研究者，首先需要认识到中小学陪读投射的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教育问题，然后

结合教育学相关理论对中小学陪读的相关概念进行研究。其次，高校研究者可与一线工作者合作研究，

高校研究者目前的理论研究可为一线工作者对中小学陪读的现象加以指导和干预提供理论指导，一线工

作者的相关经验又能为高校研究者的理论研究提供支撑和参考，从而促进中小学陪读研究的理论建构。

总之，研究者们提高中小学生的陪读现象的关注，以期后来的研究者在概念上加以澄清，拥有教育理论

的逻辑结构，尽力实现以陪读生为主体的相关理论的架构，自上而下的对中小学陪读进行研究。 

4.2. 融合教育背景下学者合作探索、加强量化实证研究 

融合教育已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顶流”，但从已有研究来看，中小学陪读现象研究主要采用理论

思辨与实证研究法，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实证研究法主要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少数调查法的研究

也主要是自行编制陪读基本情况调查表，以了解中小学陪读的基本信息，多数研究仍是停留在现象描述

和经验性解释，缺少陪读影响因素的量化实证性研究和不同陪读群体的对比研究。另外，研究形式上，

多数研究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横断性研究，缺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长期纵向追踪研究。研究视角大多为社

会学视角，其他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 
笔者认为，首先研究者们可以跨学科学习交流合作探究，一方面是高校研究者与一线工作者的合作

探究，另一方面是不同专业背景的高校研究者的合作探究，以了解不同学科的研究思路，寻求灵感；其

次需要提升对量化实证研究、对比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的采用，更好的促进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再者加

深研究深度，不仅在横向上拓宽研究范围和视野，关注到不同群体的陪读生，还要在陪读的纵向加深研

究深度，尝试跟踪研究和干预研究，以期针对性的解决中小学陪读出现的具体问题。如增加学校、社会

教育人士对有问题的中小学陪读家庭的跟踪研究和干预指导。通过多种科学研究方法(访谈、调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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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等)对陪读家庭进行跟踪研究，使对策更具有针对性，以点触面，自下而上的研究中小学陪读现象。 

4.3. 提高对中小学不同陪读生群体的关注 

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对陪读生的关注仅有 37%，且不同类型的陪读生(非正常家庭与正常家庭的陪

读生、公立学校陪读生与私立学校陪读生、高中生、初中生与小学生等)，陪读生与寄宿制学生、走读生

等群体的学习成绩、心理健康、人格特质等问题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研究很少受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几

乎没有。 
笔者认为，中小学陪读虽然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亦或是社

会，陪读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学业的提高。我们需要把关注点重新立在学生身上，以

人为本。另外增加陪读生与非陪读生的对比研究，不同群体陪读生内部的比较研究，以确定中小学陪读

生中的问题陪读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对陪读家庭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4.4. 客观分析陪读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已有的部分研究中，有的学者只看到中小学陪读的消极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

响。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中小学陪读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其成因

及影响与社会、家庭、自身密切相关，绝不是单一因素所导致的现象。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要辩证的看待中小学生陪读，系统、多元、全面的分析陪读现象，

中小学陪读是我国社会发展在现阶段的独特现象，对于陪读生来说，从某些角度上看他们属于“弱势群

体”，但他们并不属于“问题群体”“问题学生”，中小学陪读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并不是

“社会问题”。中小学陪读生是一个被分化的群体，少数的陪读生和陪读者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面临

一些选择，但并不是这个群体的独有问题。陪读现象可能会有一些消极影响，但其他的社会现象也会产

生相同的结果。中小学陪读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指导和帮助，但这种指导和帮助不能强制干预。另外

陪读现象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认识到有的陪读现象是被迫发生的，同时看到

陪读的积极影响，客观的看待和评价中小学陪读现象，从而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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