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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双减”政策的政策制定者政府教育部门、政策执行者学校、政策影响者学

生三方分析利益相关者诉求，以黑龙江省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为学生的学业减负效果，探讨其

政策执行遇到的问题，包括学校、政府、学生的利益诉求无法满足、学校教育的工作中心没有及时转变

和课堂教育无法满足高阶学生的学习需求等。提出建立利益相关者联盟、协调利益诉求、建立沟通协调

机制、参与性监督和引进企业经验方法等对策建议，以期能为黑龙江省学生学业减负的利益相关者群体

的协调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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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keholder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mands of stakeholders from the p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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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makers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the 
schools of the policy implemutors, and the students of the policy influencers, and take the aca-
demic burden reduction effect of stud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
plor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The content of the study is 
the effect of reducing the academic burden of students. The interests of schools, governments and 
students can not be satisfied, the work center of school education has not been changed in time, 
and classroom education can not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advanced stud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stakeholder alliance, coor-
dinating interest demands,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participa-
tory supervision and introducing enterprise experience metho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stakeholder group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o reduce the 
academic burden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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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业减负的效果长久以来一直是社会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教育领域的焦点问题。新中国成

立直至改革开放，再到社会主义新时代，针对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减轻的政策不断出台，但学业减负问题

并未得到缓解，甚至出现“越减越重”的情况，取得的效果并不显著。黑龙江省地处边境地区，教育资

源薄弱，学生学业负担问题尤为突出，大多数学校无法形成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只能通过增加作业量和

课后辅导来弥补差距。同时，教育产业化飞速发展，线上教育、K12 等新兴教育模式的出现进一步挤占

学生休息时间，进一步加重学生学业负担，加大家庭教育支出，影响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此，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简称“双减”政策)，针对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做出了系统性的指导和部署。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双减

政策正式落实实施，至 2023 年，国务院连续三年将“双减”作为教育“一号工程”。在各地各校，因地

制宜，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以实现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目标。本研究依托利益相关者理论，以黑龙江省

教育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力图探究双减政策和学业负担之间的联系，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学生等利益相

关主体在政策基础上如何做才能更有效达成学业减负的效果[1]。 

2. 学业减负效果文献回顾 

2.1. 国外文献回顾 

本文将对于学生学业负担减轻机制的相关应用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家，并在教育发达国家经历了数量

减负向全方位减负的转变。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世界整体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之中，发达国家对于学

生教育问题尤其是学业负担问题逐渐重视，相关学者对于教育问题的研究也聚焦于学业减负这一议题，

斯威特(Sweller, 1994)认为，学生此前的知识经验、学习资料的本质特征(数量、难易度)、学习数据的组

织呈现方式等对学生的学业负担有重要影响，这是从教师教学组织能力的角度来阐述学业压力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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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师需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来呈现教学内容[2]。拜格(Baig M, 2018)等人从考试的频次和成绩、课堂

教学方法、教学教法大纲的缺点、个人爱好和对未来的担忧研究出学业负担的来源，不仅包括学校、教

师以及课程等客观压力，同时还涵盖了学生的自身因素[3]。 

2.2. 国内文献回顾 

我国对于学业减负的相关措施和西方国家开始时间相差不大，但真正发展落实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措施大多是参照西方国家的方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国内的减负研究

主要以学校和家庭两个方向为主，项贤明(2019)指出学校是教育教学的主场地，因此学业负担离不开学校

因素的影响，如不合理的课程和作业设置、不科学的考试评价及教学方法[4]。许庆红(2017)等着重关注

家庭对于学生学业的重要性，强调了家庭的教育理念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对孩子学习的培训教育

时长具有显著的关联性[5]。 

2.3. 国内外文献分析 

综合国内外对于学生学业减负的相关研究成果，上级部门在进行学业减负工作时，应兼顾学生学习

效果和学生休息时间，由于学生群体大多为未成年人的特性，制定采取相关政策亦要考虑多个主体，包

括学校、家长、教师、学生自身的利益相关，尽可能在保障学生权益同时不损害其他群体利益[6]。 

3. 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 

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提出要溯源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由斯坦福大学第一次提出：利

益相关者是这样一些团体，没有其支持，组织就不可能生存。在此后，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利益

相关者进行定义。Freeman 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通过对组织行为及组织目标的实现，或是受到组织目标

实现以及受其过程影响的个体和群体。而在传统的组织内部依然秉持股东至上的原则，认为股东的权力

和利益提升对于组织以及整体利益相关者都会起到帮助，并且增加其所拥有的财富才是组织管理的中心

[7]。 

4. 学业减负效果现状 

4.1. 学业减负现状调研情况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式搜集数据以期对黑龙江省目前的学业减负效果进行调查，

发放问卷的对象主要是哈尔滨市、佳木斯市、双鸭山市部分中小学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在问卷评价过

程之中，本文所选用的指标体系和问题主要来源于“双减”政策等国家文件和 2021 年颁布的黑龙江省“双

减”实施意见 30 条等省级文件，考虑到问卷设计是问卷调查研究的重要一环，而问卷的质量更是其中的

重中之重，直接决定着问卷调查研究的质量，因此在经过筛选划分后为保障问卷调查的质量和有效性，

在选择调查对象时从黑龙江省 13 个地市(地区)的 1431 所小学和 1420 所初中内选择受访对象 193 人，从

哈尔滨市、佳木斯市、双鸭山市三座城市选择了七所中小学校进行问卷调查，为保证调查样本的范围性，

每所学校调查人数控制在 20~40 人间。在考虑到受访者年龄和理解能力的基础之上，通过举例解释对问

卷问题进行内涵说明。本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 193 份，回收 188 份，有效问卷 184 份，回收率为 97.4%，

有效率达 95.3%。基于受访者情况，问卷问题设计和调查方式都有所调整，在问题设计上全部为选择的

形式，简洁易懂，问卷共包括六个问题，分别是学生作业量减少、业余活动增加、睡眠时间、休息时间

增加、成绩没有变化、所掌握的技能增多，具体问卷情况可见表 1。专家访谈面向的对象是教育领域和

公共管理领域的专家共 7 名，采用的方式是德尔菲法，通过邮件的方式请专家对学业减负的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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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包括学生、学校、政府进行排序，分析学业减负对哪一方的影响最大，并给出一定原因和建议，

并对专家意见进行汇总分析整理，再请专家结合上一轮资料进行新一轮分析并给出意见，共进行三轮形

成最终的统一意见。专家访谈的结果表明学业减负对于学生的影响效果最显著，其次是学校和政府，此

外，还提出了家庭和教培机构同样受到一定影响。 
 

Table 1. The questionnaire of academic burden reduction effect of stud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表 1. 黑龙江省学生学业减负效果问卷情况 

问卷项目 选项 比例 

学生作业量 

减少 0.929 

无明显变化 0.071 

增加 0 

业余活动 

减少 0 

无明显变化 0.092 

增加 0.907 

睡眠时间 

减少 0.005 

无明显变化 0.043 

增加 0.951 

休息时间 

减少 0 

无明显变化 0.049 

增加 0.951 

成绩 

减少 0.027 

无明显变化 0.109 

增加 0.864 

所掌握的技能 

减少 0 

无明显变化 0.022 

增加 0.978 

4.2. 学业减负调研情况分析 

通过问卷情况可以看到大多数学生还是比较认可“双减”政策的减负效果，也切实感受到了减负的

成效，学生的作业量得到了明显下降，而业余活动、睡眠休闲娱乐时间取得提高，由于多样的课后服务

提供，学生习得的技能增加，乒乓球、书法、演讲等技能，与此同时，学生的成绩大部分有一定提升，

但由于成绩属于竞争性指标，无法保证所有人成绩，且受到试卷难度影响，无法保证学生成绩全部提高，

因此问卷中成绩这一指标的关联度稍弱，但其他指标的高比例已经可以证明“双减”政策对于学生学业

减负效果的作用。 
专家访谈主要是通过和专家进行的一对一访谈方式进行，以下是对部分受访专家的采访内容。 

笔者：“您好，请问在学业减负的过程中，学生是否真正减轻了负担，还是说仅仅在名义上减轻了负担，如果

还有负担的话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专家：“在‘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大力推广针对学生的学业减负政策，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形式，确实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195


邢思远 
 

 

DOI: 10.12677/ae.2024.142195 1268 教育进展 
 

对于学生的学业负担起到了减轻作用，但学生所面对的升学压力依然存在，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提供更多的教育资

源和在未来提供更全面的就业发展方向来缓解学生的负担。” 

笔者：“那针对学业负担学生和家长还要做什么呢？” 

专家：“负担其实是压力的一种，不可能完全消除，只能尽量减轻，由于个体差异性，每个人的负担也不尽相

同，学生在自身感受到负担过重的时候可以及时和家长或老师反应，共同面对消减负担。‘双减’政策只是一种手

段，真正的核心是人，是学生自己，减轻学业负担还是要从学生入手。家长在学业减负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学生的心

理状态，作业负担和校外辅导负担都是能够量化的，但心理问题很难被注意，更需要家长加强关注是否有异常的行

为。” 

笔者：“在这一过程中学校和社会能提供什么帮助吗？” 

专家：“学校依托课后托管这一形式，一方面保证了学生在家长未下班期间的安全，另一方面替代了学生原本

进行校外辅导的时间，此外在课后托管期间还能完成作业，学习一些文体项目，如排球，绘画等。社会上的培训机

构可以和学校进行合作，为学生提供文体项目辅导等来满足自己发展，同时减轻了学校运营压力。” 

结果进一步说明学生是学业减负的首要利益相关者，且由于学生属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和自我管

理能力欠缺，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对其加强保护，减轻学业负担不应流于指标数据的变化，还要关注

个体的身心实际负担是否真正有效减少。针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要加强关注，适当弥补利益受损的相关

者，为其开拓新方向，家长也要及时和教师进行沟通交流防止学生负担过重，压力过大，学校在提供课

后托管时也要注意平衡各方关系，避免出现复杂问题影响。教培企业的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困境可通过和

学校进行积极合作等方法为其减轻压力。 

5.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学业减负当前存在问题 

5.1. 现有资源下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无法被完全满足 

学生、学校、政府的利益诉求在大方向减轻学业负担下存在小的差异，学生的利益诉求为取得优异

成绩的同时尽可能减轻负担，学校的利益诉求主要是保障学校在教育环节中的主体地位不被动摇甚至占

据主导；政府则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使人民群众的经济发展不被教育机构裹挟，有更多的消费投

入到其他行业。但是由于资源有限，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无法全部满足，只有在确保核心利益即

学业减负的基础上尽可能满足其他利益群体的诉求[8]。 

5.2. 学校教育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心和理念未及时转变 

学校的管理层和部分教师在开展“双减”工作时依然流于形式，有 12%学生的作业负担量在“双减”

前后未发生明显变化，有 19%的学生表示休息时间没有增长，这表明学校在学业减负的过程中未起到带

头和示范作用，自身的观念没有转变，还奉行着学习时间越久，作业布置越多，学习效果越好的错误教

学理念[9]；在和家长的引导交流过程中没有明晰“双减”对于学生的帮助和益处，导致家长没有关注学

生的休息时间不足，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不良和学习效率低下。 

5.3. “双减”政策后的课堂教育无法满足高阶学生的学习需求 

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堂学习仍然以基础教育为主，其目的是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掌握基础性知识，打

下良好知识储备为进入下一阶段学习做准备。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水平往往呈现正态分布，上部的高

阶学生在接受学校日常基础教育后仍有进一步学习的需求，而“双减”政策减少课后辅导机构的措施使

得高阶学生的学习需求受到影响，但相应的补充措施却没有及时跟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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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学业减负效果实现建议 

6.1. 厘清并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阶段，都必须考虑到政策涉及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学生、学校和社会的利益诉

求都要进行合理考虑，尤其学生的利益诉求更是尤为重要，本文中展开的学业减负效果利益各方，学生

群体期望减少作业量和增加休息时间与学校的提升教育质量而非教育数量相互协调，学生的休闲娱乐活

动单一和政府提倡的全民运动、青少年五育并举相结合更能满足各方利益诉求，学校希望的在教育职能

当中占主体地位和政府推进的减少校外资本机构对于教育产业的盲目扩张不谋而合。 

6.2.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学生、学校、政府在处理学业减负问题时应注意沟通，不要只以自身群体利益为导向采取行动，三

方之间应多进行沟通，建立一个及时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稳固有效解决学业减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学生群体由于自身年龄特殊性，对于学业减负效果的感受和表达并不明晰，可以由监护人家长代为沟通，

学校可由教师和学校管理层作为代表，政府则是由教育部门作为代表。三方在遇到学业减负等问题无法

凭借自身利益群体解决时可通过沟通协调机制处理。 

6.3. 引进企业经验方法促进学业减负 

学校和教师作为学业减负的具体执行者，由于学业负担的特殊性，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具体可以量

化的减负标准，因此可以引入企业管理的方式方法，和家长协作，通过研究学生的作业平均时间和学习

平均时间来合理有效减负，对于实施效果优秀的班级和教师，可以进行表扬和奖励，以进一步激励，来

保证学生得到充足的休息娱乐时间。 

7. 结论 

本文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于“双减”政策下的学业减负效果进行分析，结合黑龙江省教育的具

体情况，通过查找相关数据和发放问卷的方式搜集资料，分析研究，认为黑龙江省的学业减负效果整体

良好，并为相关省份的同类研究提供一定借鉴。在分析过程中发现，黑龙江省学生由于相对人数较少、

竞争压力低等因素，在作业负担减轻和课后机构辅导治理方面效果显著，但由于师资力量缺乏、没有课

后服务基础等因素，原有的教育体系发生变革时，本应跟上的课后服务教育无法完全推进，产生了短时

性的课后教育空白，本文认为黑龙江省学业减负下阶段的工作仍要以学生的学业有序发展为主要考虑，

同时兼顾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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