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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教育焦虑已是家长群体中的普遍现象，对家长、学生、学校、社会均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故而2021年“双减”政策发布，其中明确提出要有效缓解家长教育焦虑。从焦虑的生成逻辑看，当前家

长教育焦虑按照学生个体成长规律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起跑线观念所造成的赢在起点的教育焦

虑，大部分家长担心子女自起点落后可能会导致步步落后；其次是剧场效应所造成的不愿落后的过程焦

虑；第三，教育无用所引发的恐惧淘汰的结果焦虑，家长担心子女在接受了教育之后依然面临无法适应

社会需求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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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ducational anxiety has been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parents, which has 
caused serious negative impacts on parents, students, schools and society, so the 2021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was released, which explicitly mentioned the need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par-
ents’ educational anxiety. From the logic of anxiety generation, the current parental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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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e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individual growth of stu-
dents: first, the starting line concept caused by the educational anxiety of winning at the starting 
point, most parents worry that their children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lagging behind may lead to 
lagging behind step by step; second is the theater effect caused by the unwillingness to lag behind 
in the process of anxiety; third, the fear of elimination caused by the uselessness of education, 
parents are worried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not be able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society even after 
receiv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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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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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双减”)，这是一场求真求实、重视“执行力”的改革，旨在用实践行动实现学校教育在

时空、内容、价值等层面的教育性回归。“双减”政策中明确指出要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情绪，但是“双

减”政策发布已有两年时间，家长教育焦虑的状况似乎并未缓解，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严重，其依然

是一个在家长群体中普遍的现象(周序，2021)。近些年来针对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逐年增长。其中大多研

究使用实证的研究方法，聚焦于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研究(丁亚东，薛海平，2022)、生成路径研究和缓解

机制研究(罗阳，刘雨航，2022)，以及家长教育焦虑影响下的次生问题研究(陶涛，2023)，同时在学术机

构之外还有众多民间非学术团体进行的相关研究(艾瑞网，2019)。但纵观当前的整体研究现状，可以发现

目前依然缺乏对家长教育焦虑现象的元思考，家长教育焦虑的生成遵循了何种逻辑，造成家长教育焦虑

的原因，焦虑持续蔓延的路径，最终所导致的结果等问题依然有待研究。故而，本文通过剖析家长教育

焦虑发生的起点、过程、结果三重生成逻辑进行思考，基于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的理论厘清

其本质，以期为缓解家长教育焦虑这一群体性现象的持续蔓延提供参考。 

2. 起跑线：赢在起点的教育焦虑 

早期“不要输在起跑线”这一口号被研究者们提出用来反对家长“唯分数论”、“唯成绩论”的教

育观，通过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向家长说明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体育以及性格情绪等影响因

素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与学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杨晓萍等，2021)。 

(一) 起点教育焦虑的本质 
当下，大多数家长对于“不要输在起跑线”这一口号的看法与早期研究者恰恰相反，他们更多聚焦

在“若是在起跑线落后，就会导致子女在未来的竞争与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上。这也导致在家

长群体中形成了一种不加思考的集体无意识行为，认为孩子越早学越好，学的越多越好。因此关于“起

跑线”的竞争也愈加激烈，早教类辅导班也成为了家长们共同的选择。然而，当面对高额的早教补课费

用，意识到自身有心无力无法承担；当发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已让自己力不从心，接送子女上各类

补习班与上班工作的时间已无法平衡；当意识到以优质幼儿园和小学价格高、入学难等问题为代表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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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教育资源不足等现实社会问题时，家长们就会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为子女而担忧。这份

担忧又会不断地刺激着家长的内心，最终引发家长为赢在起点而产生的“起点教育焦虑”。 

(二) 起点教育焦虑的生成逻辑 
罗洛·梅认为：“个人面对焦虑的这种能力并非是习得的，但是个人焦虑的量与焦虑的形式确是学

习来的。”(罗洛·梅，2016)这说明焦虑本身是人类有机体的功能之一，每个人都会发生焦虑，但当群体

内产生同一焦虑时，则是由于该群体内部的个体均面对了同一问题而产生的。当下家长群体中普遍产生

起点教育焦虑问题，则说明作为个体的家长之间有着相同的隐忧，而这份隐忧便是造成家长起点教育焦

虑的根本原因。在我国，教育问题一直是每个家庭的核心问题，父母希望通过教育使子女在未来的生活

中不仅仅只是达到最低的生存状态，而是能够实现阶层的迁跃，拥有幸福的生活。大多数的家长都认为

考上一流的高校就是子女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经常可以听到父母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好好

学，以后考个好大学。”但是起跑线的存在，对子女未来能否在高考取得优异成绩，上一所好大学产生

了影响，因为起跑线内在的蕴含着一层含义：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也就输在了未来。而这是所有家长

所不能接受的，也是为什么家长会形成集体无意识行为的原因，因为家长对子女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可

能无法实现，同时他们对子女可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被淘汰也产生了恐惧。所以，正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

期待与被淘汰的恐惧成为了家长之间共同的隐忧，引发了家长起点阶段的教育焦虑。 
如今，因对起跑线的重视，起点阶段的家长教育焦虑已经对儿童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各类早教、优

教辅导班层出不穷。有学者指出，大量超前的教育给儿童增加了各种各样的负担，实际上是对儿童的摧

残(吴建民，2012)。面对这种现状我们有必要进行反思，我们必须反思起跑线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时候开

始？它又指向了何方？“起跑线”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赛跑开始的标志线。它面向比赛中所

有选手，每一位选手都在同一起点，每一选手都有对应的赛道，每一赛道都有着相同的路程与终点。基

于以上表述来思考教育当中的起跑线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其与现实的矛盾之处。首先，个体与个体之间

是具有差异性的，每个儿童都有着不同的先天禀赋，有的儿童擅长绘画，有的儿童擅长运动，还有的儿

童擅长语言，所以，要给所有儿童划一条共同的起跑线是不现实的。其次，家庭、学校、地域环境各不

相同，对应的就有着不同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这使得针对每个儿童的教育内容、教育

方式还是教育手段均是不同的，有的家庭选择让孩子自小读国际学校以后出国读书，有的家庭选择培养

孩子的体育、音乐之类的特长，所以培养儿童的路径是多样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相同的赛道与统一的终

点一说。最后，作为竞技类的比赛是一定会有起跑线来作为公平的起点，因为它本身所表达的就是一种

竞争的逻辑。而教育与竞技类比赛是不一样的，教育的对象是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具有不

确定性，人生更像是一场探险，你无法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教育的起跑线并不具备起跑线的性

质，可以说这一条适用于所有儿童的起跑线其实并不存在，每一个儿童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有着自己独

特的赛道，关于教育的起跑线是一个伪命题。 

3. 剧场效应：不愿落后的过程焦虑 

近些年，随着教育竞争愈发激烈，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课外补习班作为提高学业成绩的方式，据统

计 2018 年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有 32.4%的学生参与了课外补习，课外补习总支出达到 3303.94 亿元，并且

这一数据仍在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一) 过程教育焦虑的本质 
补习班原本是为了让学业上暂时落后的学生通过补习的方式达到与大部分人相同的水平，学业水平

优秀的学生是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去补习班的，因为学校教育已经可以满足教育需求。但是现在补习班的

目的经过演变已与原本的目的不同，现在无论学生的学业成绩好与坏，家长都会争先恐后去给子女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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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学科类补习班。当下，当家长看到朋友同事给孩子报名补习班并且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后，就会

选择给自己的孩子也报名补习班，同样他周边的家长也会受到他的影响给自己的子女报名补习班，以期

达到同样提升学业成绩的效果。这就像是一个剧场中前排观众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忽然站了起来，挡住

了后排的观众，后排观众为了能够看到演出不得已也站起来，以此类推最后演变成全部观众都站起来看

演出，这种现象就被称作“剧场效应”。在这个剧场中站起来看戏，虽然大家都很累，但是仍然不会有

人坐下，因为你坐下了，就会被挡到，你就无法看到前面的舞台。因此你站起来我就必须也站起来，甚

至还有人站起来也不行，还要站到椅子上去，不仅不愿落后，我还要更强。这就是当下家长的真实心理

写照。在剧场效应的作用下，当家长看到其他学生报名补习班，就会担忧自己的子女落后于他人，因此

也选择报名补习班，加入这个“剧场”。当大部分家长都选择给子女报名补习班时，所有学生便又处于

同一起点，这时家长就会再次产生担忧的情绪，继而选择换更好的补习班或报名更多的补习班，陷入“担

忧落后–报补习班–再次担忧–继续增加补习班”的循环之中，致使家长产生了贯穿于子女整个教育阶

段的“过程教育焦虑”。 
(二) 过程教育焦虑的生成逻辑 
家长希望通过教育使子女在未来生活中幸福，即父母的教育目标是追求子女未来的幸福生活。大多

数家长对幸福生活的界定依靠经济收入的多少定义，而经济收入是一种量化的评价标准，它的高低则是

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确定。这意味着既然成功是与他人的比较而获得的，那么这种成功的本质就具有竞

争性，也就说明对于持对这种观点的家长来说只要自己的子女超越了他人，那么便获得成功，拥有未来

的幸福生活。因此，处于“过程教育焦虑”的家长普遍持有“我的孩子不能落后于别人”的心态，而“不

落后”就是在学校教育之外对正规教学体系的教学科目进行竞争性的教育，也即我们俗称的上补习班。

“剧场效应”的产生放在家长这种“竞争”的教育观下，也就合乎逻辑了。学生身上逐渐增加的砝码短

期虽然会对学生会产生功利性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其所导致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下不愿落后的心态所导致的畸形教育现象目前已经越来越多，从前些年的虎妈现象到近期大热的

鸡娃现象，其原因都是家长深陷于“剧场效应”的剧场之中，都不愿做第一个坐下的人。曾经有一位母

亲说过：“大家都在补，你补我也补。谁先停下来谁吃亏。”当每一个家长都在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时，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集体受损。剧场效应下焦虑的家长们，他们的眼中已经无法顾及到子女的特长

与爱好了，他们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在疲于应对各类的补习班，但是与他们所期望的恰恰相反的是，子

女除了短期内在成绩上的提升，却失去了发展各自特长的机会，所有的学生都是同质化的，忽视了我们

的社会需要的是具有个性的，有创造力的一个个鲜活个体。 

4. 教育无用：恐惧淘汰的结果焦虑 

在这个时代，能否进入一所优秀的大学已是家长的首要教育目标。就读于一所优秀的大学也成为了

拥有未来美好生活的重要条件之一，教育已成为在社会阶梯中实现融入理想群体或踏向目标阶层最直接、

最明了的方式，教育也早已与获得未来的美好生活之间划上了等号。 
(一) 结果教育焦虑的本质 
从教育之初家长关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再到教育过程当中的“剧场效应”，竞争的逻

辑始终贯穿于家长对于子女的全部教育经历之中。而竞争其本身便内在包含了获胜与淘汰两种结局。有

竞争就必然会分出先与后、优与劣、成功与失败。在竞争的逻辑之下，作为学生的个体在求学过程当中

则必然面临着无论付出过多少努力，都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总有人会被淘汰。正是因为存在被淘

汰的可能性，所以伴随子女学业进度的一步步推进，家长会愈加担心子女的教育经历能否帮助其在高考

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担心子女是否会在进入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被淘汰出局。最终，恐惧在未来被淘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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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也将迎来家长教育焦虑最高的表现形式——对教育结果的焦虑(余雅风，姚真，2022)。 

(二) 过程教育焦虑的生成逻辑 

麦肯农在《焦虑的主题分析》一书中说到，“受到焦虑困扰的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期望对事物做

正面的扭曲，同时又会根据自己的恐惧对事物做出负面的扭曲。”正是这种期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导致

了焦虑的产生。所以家长教育结果的焦虑其本质就是家长对于子女的主观期望与现实生活中对子女未来

生活的不确定而产生的恐惧所造成的。不确定的未来，打破了家长对于子女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因而

产生了恐惧。 
“对危险的恐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恐惧蔓延至何处，又演化为何物”。面对这种不确定的未

来，家长无法有所控制的消解心中的恐惧，故而只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在可以被控制或者说以为是自己

所控制的事情之上。因此家长总是去寻找到一些可以用来替代的目标，并将自己的恐惧倾泻过去，小学

的择校竞赛(甚至是幼儿园)，种类繁多的课外补习，以及原本毫无升学压力却因成为了家长倾泻恐惧的目

标而不得不做出转变的义务教育。但是问题在于，家长的这些行为对于缓解恐惧或者说消除恐惧毫无作

用，反而是对于恐惧的加固。家长们关于“起跑线”的竞争，结果却是越竞争起跑线越早，从小学到幼

儿园，甚至是胎教班。“剧场效应”下的家长也是同样竞相给子女增加学业负担，总想不落后于他人，

但当所有人都在剧场中站了起来时又该如何呢？以上种种其结果不言而喻，只会催生出更加激烈的竞争

和家长对子女未来人生的更多不确定，家长的种种行为只会使恐惧更加的激化。 

5. 结语 

“教育本质的实质是追问人的本质，对人的认识推动了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人的存在即为本质。教

育的本质即育人，在于促进儿童的成长。”(马陆亭，郑雪文，2022)焦虑作为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在一

定程度上是可以对个体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焦虑程度超过一定阈值后，对个体而言便会产生极

大地消极作用。故而在未来，应该对以下几点加以关注。其一，继续加强对于“双减”政策的宣传力度，

让这一政策真正被家长、被学生所接受；其二，使用现代技术对学生学情进行精准判断，避免家长因不

了解学生情况而焦虑；其三，完善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联系，让家校共育真正落实；其四，对学校教育资

源进行优化，凸显学校作为教育主征地的作用。 
当前家长教育焦虑的程度便已处于消极的状态，贯穿了子女的整个受教育阶段，究其原因则是过度

重视了教育的人才筛选功能，由此导致了家长教育焦虑。因此，若是在教育育人的价值取向上无法纠正，

依然以育分为目的，那么家长的教育焦虑问题也就无法真正缓解了。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中小学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理及缓解策略” (项目编号：

KYCX22_3584)。 

参考文献 
艾瑞网(2019). 2019 年成长焦虑白皮书.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1911/3473.shtml  

丁亚东, 薛海平(2022). 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 35,162 名家长的实证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5), 145-156+188. 

罗洛·梅(2016). 焦虑的意义(p. 197, 朱侃如 译). 漓江出版社. 

罗阳, 刘雨航(2022). “双减”中的父母教育焦虑: 表征、原因及其应对. 教育与经济, 38(5), 67-73+96. 

马陆亭, 郑雪文(2022). 双减: 旨在重塑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生态.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3(1), 79-90. 

陶涛(2023). 教育焦虑传导机制下的低生育意愿及应对.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7(3), 74-80.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527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1911/3473.shtml


陈泽雄，蔡为民 
 

 

DOI: 10.12677/ap.2023.1310527 4199 心理学进展 
 

吴建民(2012). 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之批判. 中国教育学刊, (5), 3. 

杨晓萍, 樊亚博, 邵明星(2021). 原生家庭何以助力早期儿童学习发展——全视角学习理论下“起跑线焦虑”的再度审

思.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3(4), 133-140. 

余雅风, 姚真(2022). “双减”背景下家长的教育焦虑及消解路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3(4), 39-49+2. 

周序(2021). 家庭资本与学业焦虑——试论“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7(6), 96-10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527

	家长教育焦虑的生成逻辑及特质研判
	摘  要
	关键词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s’ Educational Anxie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起跑线：赢在起点的教育焦虑
	3. 剧场效应：不愿落后的过程焦虑
	4. 教育无用：恐惧淘汰的结果焦虑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