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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剖析影响幼儿家长焦虑的因素，对于社会稳定、减小孩子压力，更新幼儿家长观念

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以6名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深度挖掘影响幼儿家长焦虑

的因素，运用NVIVO 11 plus对影响幼儿家长焦虑的因素进行编码分析，结果显示：幼儿家长焦虑的因

素包括内部因素(教育焦虑、习惯性焦虑以及分层焦虑)与外部因素(社会性焦虑)。基于研究结果，提出

纾解幼儿家长焦虑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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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alyz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nxiety of children’s 
par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stability, reducing children’s pressure and updating the con-
cept of children’s parent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 takes 6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eeply excavat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parents’ anxiety, and 
uses NVIVO 11 plus to code and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parents’ anxie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xiety factors of children’s parents include internal factors (educational anxiety, habitual anxie-
ty and hierarchical anxiety) and external factors (social anxie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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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to alleviate the anxiety of children’s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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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早些年幼教改革的重点一直是“去小学化”，但实际成效却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结果也是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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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双减”)，对于学前教育来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双减政策中提到“学

校要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积极推进幼小科学衔接，帮助学生做好入学准备，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

点教学，做到应教尽教，确保学生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业质量标准”。这使得幼儿园教学部分进行调整，原

本迫于家长直接需求，幼儿园增加了知识类学习的比重，到现在开始降低知识类学习的比重，增加了技能、

生活自理能力以及幼儿社会化教育，幼儿情感教育之类的相关学习。另一方面，双减政策中提到“不得开

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

学科类(含外语)培训[1]”。没有了校外培训班，孩子们的周末不再是一个接一个的辅导班，孩子们的压力

小了，快乐多了，学前教育本身的样子显现出来了。但是在与部分幼儿家长的交流中得知，双减政策的颁

布引发了广大幼儿家长的焦虑现象，孩子们的压力小了，但是家长们却开始焦虑了。本研究剖析影响幼儿

家长焦虑的因素，对于社会稳定、减小孩子压力，更新幼儿家长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研究设计 

文章严格按照如下标准确定受访对象：第一，幼儿家长的学历以及教育观念和工作岗位应有不同；

第二，幼儿所属幼儿园应既有私立幼儿园又有公立幼儿园。按照上述标准，最终遴选出 6 位幼儿家长作

为研究对象，并对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具体情况如表 1、表 2 所示。 

2.1. 研究对象的选择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表 1. 幼儿家长基本信息 

案例编号 家长性别 家长学历 家长岗位 访谈时间 

A 女 博士 大学教师 2021.11.28 

B 女 大专 幼儿园教师 2021.11.30 

C 男 大学本科 机关单位 2021.12.11 

D 男 高中 个体经营户 2021.12.10 

E 女 博士 大学教师 2021.12.9 

F 男 高中 个体经营户 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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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children 
表 2. 幼儿基本信息 

案例编号 幼儿性别 参加学业培训 参加特长培训 所属幼儿园性质 

A 的孩子 女 无 游泳 公立 

B 的孩子 女 无 舞蹈 私立 

C 的孩子 男 无 无 私立 

D 的孩子 女 无 钢琴 私立 

E 的孩子 男 英语 跆拳道 公立 

F 的孩子 男 英语、奥数 轮滑、美术 公立 
 

2、研究方法设计 
本文是对双减背景下影响幼儿家长焦虑现象的因素研究，预先没有相关理论假设与测量工具，是在

对访谈资料整理、分析的过程中不断建构意义。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 NVIVO 11 plus 对幼儿

家长焦虑的成因进行编码。该理论的核心操作程序主要有三个：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从资料中生成

概念，形成范畴；其次，进行主轴式编码，寻找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把握故事的主要脉络；最后，统

筹所有概念以及范畴，归纳出核心编码[2]。 

2.2. 访谈提纲设计 

结合已有研究文献，研究者自编了访谈提纲，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对双减政策颁布后，您会感到焦虑吗？有具体事例说明； 
二是细说产生焦虑的原因(社会背景、家长期望、幼儿园教育等)； 
三是诱发联想的相关主题词：别人家孩子、家长期望、孩子学习能力、学习天赋等。 

2.3. 资料分析过程 

2.3.1. 开放式编码 
一级编码为开放式编码。开放式编码尽量从访谈对象原话中提取本土化概念，尽可能减少编码者个

人偏见的影响。范畴化的任务是分析概念之间的同义、相关与属分关系，若不同概念指涉同一现象则归

为一组，并由一个高层级概念(即范畴)来统摄[3]。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概念化和范畴化，最终得到 15 个初

始概念和 9 个范畴。见表 3 所示。 
 
Table 3. Open coding process (som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表 3. 开放编码过程(部分示例如下) 

范畴化 概念化 原始资料中的代表语句 
学习的盲从效应 单纯的盲从 别人家孩子都在学，我也得让我家孩子学。 

特长比较 “别人家孩子”与自己家孩

子的比较 
我们同事家孩子会画很多漂亮的画呢，我们家孩子啥也不

会，画画的时候也没有耐心。 

家长任务繁重 家长工作量大 双减政策提出后，孩子在培训班呆的时间短了，可是我们

的上班时间没变，为了接送孩子，我天天都得请假。 

家长认知不同 遵从孩子意见 不需要用正规的方式强迫他们学习，他们对某个字有兴趣

了，想学了，就及时的告诉他们就可以了。 

对孩子的成长预期 正确认识超前学习的危害 
我们孩子还小，她健康快乐就好了。另外，超前学习，等

孩子上课的时候，那些内容他都会，他就不想学了，容易

养成走神的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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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分层焦虑 “寒门出贵子” 
我们现在没钱，寒门出贵子，总想让孩子通过学习改变自

己的命运。 

机构的虚假营销 机构夸大宣传 
那些教育机构经常说如果现在不让孩子去机构学习，以后

肯定跟不上其他孩子的学习节奏，孩子到时候要是真的跟

不上可怎么办呀。 

小学附带压力 部分小学教师错误引导 但入学面试的时候，老师会问孩子是在哪个幼儿园上的，老

师可以根据孩子所上的幼儿园推断孩子的学习掌握情况。 

公私立幼儿园区别大 公私立幼儿园教育内容区别 
公立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什么都不教，你让孩子怎么上一

年级。之前我姑娘的幼儿园是私立，现在改成公立了，也

不再教孩子知识了。 

2.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就是发现和建立各个概念范畴之间的各种联系。主轴编码中，研究者每次只对一个范畴进

行深度分析，围绕这个范畴进一步探索相关关系，分析每一个范畴在概念层次上是否存在潜在相关关系

[4]。通过主轴编码，本文最终梳理出四大范畴，包括习惯性焦虑、社会性焦虑、教育焦虑、分层焦虑。

见表 4 所示。 
 
Table 4. Spindle coding process 
表 4. 主轴编码过程 

范畴 材料来源数 参考节点数 

习惯性焦虑 
学习的盲从效应 2 5 

特长比较 4 5 

社会性焦虑 

小学附带压力 5 6 

机构的虚假营销 2 2 

公私立幼儿园区别大 2 3 

教育焦虑 

家长任务繁重 3 4 

家长认知不同 4 4 

对孩子将来的成长预期 3 5 

分层焦虑 分层焦虑 1 1 

2.3.3. 核心编码 
核心编码通过对主轴编码的精准提炼，确立主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也决定着研究者对幼儿

家长焦虑原因的解释和说明。在对主轴编码形成的 4 个范畴的反复理解基础上，该研究最终抽取出外部

因素以及内部因素两个概念作为核心范畴。见图 1 所示。 

3. 影响幼儿家长焦虑的因素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分析，双减之下影响幼儿家长焦虑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

以下是我对研究结果进行的分析。 

3.1. 内部因素 

1) 家长的盲目从众攀比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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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asic framework of parents’ anxiety 
图 1. 幼儿家长焦虑现象的基本框架 
 

通过访谈得知，幼儿家长的从众现象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幼儿学习的盲从效应，具体

表现在幼儿知识量的比较。另一个方面是幼儿的技能性盲从效应，具体可以表现在幼儿特长的比较。“别

人家的孩子”怎么做，自己的孩子也要怎么做，自己的孩子要比别人家的孩子强。孩子的学习成果和特

长取得的成就如果能取得来自他人的认可，家长也可以从中获得满足感，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家孩子

优秀。这些都是家长从众攀比心理所产生的的结果。 
2) 家长任务繁重 
在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双减政策的颁布，部分家长表示自己的任务量变大，尤其对于双职工的

家庭苦不堪言。一方面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没有了培训班，孩子在家的时间变多了，平常的

工作又很忙，陪伴孩子就变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另一方面家长们担心幼儿园不教授孩子知识，自

己的孩子上了小学以后会落后于其他孩子，可是他们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教孩子，教育孩子成为了让众

多幼儿家长焦虑的事情。 
3) 家长教育的认知不同 
由于家长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对孩子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从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家长文

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从幼儿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出发来看幼儿的学习，随之幼儿家长的焦虑也会越少。

家长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也就会不同，他们更容易接受现代优秀的儿童观

和学习观，更倾向于从儿童的视角去理解儿童，更容易接受国家政策的引导，并可以通过现实中的问题

不断修正自己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观念，在对幼儿学习这个方面，也更容易理性的更长远的看待幼儿的学

习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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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长对幼儿的过高期望 
在访谈中发现部分家长虽然对自己的孩子抱有较高期望但还是能正确认识到超前学习的危害的，另

一部分家长同样对孩子抱有较高期望，但是随着幼儿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开始关注幼儿的知识技能的

掌握以及习惯的养成和规则意识的培养，也开始关注幼小衔接，开始对幼儿的学习目标与内容有了一定

的要求，他们相信“学而优则仕”，希望孩子可以在学前阶段就能赢在起跑线，以后才能领先于同龄人。

另一方面，家长认为“寒门出贵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勤学苦读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为了

让孩子胜利的从高考制度中脱颖而出，他们从小就看重孩子的学习，相信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3.2. 外部因素 

1) 小学附带压力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家长们怕孩子不适应小学生活以及部分小学教师的错误引导都对幼儿家长焦虑

产生一定的影响。家长们害怕自己的孩子跟不上小学的学习进度，不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并且小学教

师常常通过幼儿所在的幼儿园来判断幼儿的知识储备量，这间接的影响着幼儿家长对于幼儿的学习知识

技能掌握的要求，导致双减政策颁布后实行的零起点教学让部分幼儿家长产生了焦虑感。家长害怕教师

会对孩子差别对待，给幼儿的心理以及性格造成不利影响，让孩子自卑和不自信。 
2) 机构的虚假营销 
“影子教育”是指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所进行的收取一定费用的辅导机构。这种教育机构虽然

也受到了双减的影响，但在访谈中得知，有些教育机构在咖啡馆或者快餐店对孩子进行辅导，它们由“地

上”转为了“地下”。并且利用家长的焦虑，夸大宣传超前学习的优势。 
3) 公立私立幼儿园区别大 
在访谈中发现，私立幼儿园的家长对比公立幼儿园的家长焦虑感要弱，公立幼儿园受国家相关部门

的管制，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是相对统一的，更注重孩子习惯的培养，实行启蒙式的教育。而私立幼儿

园一味地用迎合部分幼儿家长的需求这种方式来吸引生源，不顾幼儿的身心特点而设立一些课程，让孩

子死记硬背一些儿歌或者强行灌输一些不符合孩子年龄的知识内容。 

4. 思考与建议 

本研究在对家长进行访谈的基础上获得原始资料，并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编码，得到内部因素

与外部因素两个主要因素，得到影响家长焦虑的因素包括教育焦虑、分层焦虑、习惯性焦虑以及社会性

焦虑四个部分。因此想要减弱幼儿家长的焦虑感需要从这几个部分入手。 

4.1. 内部因素 

1) 幼儿家长应拥有正确的教育观 
在我国有很多的孩子从小就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下成长。家长看到别人家孩子学什么，也让自

己家的孩子去学，甚至学的更多，可是孩子的成长与发展并不是“比赛”，更不是家长用来“争面子”

的工具。家长的教育观念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从小给孩子树立一种正确的观念，不要总把自

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作比较。幼儿家长要减少攀比心，相信自己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欣赏自己孩

子的闪光点，努力发现孩子成长的规律以及教育的规律，发现孩子的潜能优势，并给予适当的教育，这

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 
2) 幼儿家长的角色应当发生转变 
首先，双减之后，幼儿在家时间增多，在减轻孩子负担的同时，家长身上的担子可能会相应的增加

家长要明白。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家长不能因为工作忙而减少陪伴，双减减掉的是孩子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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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是父母的责任意识。其次，没有一个成年人天生就是家长，家长也要学会学习，学会成为合格的

家长，接受先进的幼儿观、教育观和儿童观，适应不断的变化是每个幼儿家长的教育必修课。最后，家

长要知道教育孩子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不付诸实际。与孩子一起行动，并成为他们的榜样这一点也至关

重要。要明白家庭教育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家长要用心教育，用心陪伴，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错过了合适的机会，就有可能会于事无补了。 
3) 建立对儿童发展的合理期望 
合理期望是建立在儿童如何发展和如何学习的知识基础上的。儿童的发展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不

能过快也不能过慢。揠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对儿童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家长要正确认识到在幼儿园阶

段，主要任务是在幼儿园用生活化、游戏化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活动，潜移默化的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与

人格特质，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以及卫生习惯，促进幼儿的合理化发展。而就小学入学阶段的孩子来说，

要帮助孩子完成“蜕变”，绝不是要在幼儿园开展知识技能的教学活动，而是要让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对

小学阶段的学习产生好奇与向往。幼儿家长要明白孩子的学习习惯以及性格养成才是最重要的。 

4.2. 外部因素 

解决幼儿家长的焦虑，从外部因素来说，需要多方面共同发力，具体说来，可以分为： 
1) 幼儿园与小学的协同 
小学要与幼儿园做好衔接。在小学初始阶段，小学教师应该帮助孩子适应新的学校、新的生活，不

能一味的通过孩子的知识储备量来给各位孩子贴标签，也不能对孩子区别对待。对于幼儿的评价要以促

进幼儿的身心全面发展为前提，关注幼儿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以及情感等方面的评价。小学要重视幼

儿园中的游戏化、生活化的教学方式与教学活动，做到有效衔接，可以在小学的教学活动中增加游戏类

的学习，在此过程中激发孩子的探索欲与求知欲。同时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可以进行交流，保持联系，

互相体验对方的教学环境，熟悉对方的教学内容，以便各自能够进行更好的教学，帮助幼儿更好的适应。 
2) 社会氛围的引导 
在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人们被社会舆论所包围，广泛的影响着家长对于幼儿学习的焦虑，需

要从社会舆论方面给予正确的引导。首先幼儿教育的专家学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全社会的家长宣传幼

儿教育的独特性，让全社会对幼儿教育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让家长们明白在幼儿阶段的教育主要内容，

不再盲目追求幼儿的知识量，同时懂得如何科学的教育孩子。其次，幼儿园要多多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观念，消除家长的焦虑，帮助家长认识超前学习的危害，让家长形成科学的教育理

念。 
3) 教育部门的协同 
政府管理部门应明确自身的责任，加强对各类幼儿园的监管，规范幼儿园的办学行为，积极推动素

质教育，努力消除考试竞争以及追求分数的这种错误心理。另外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采用“选择性激励”

评价制度，奖励积极配合的幼儿园，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实际科学的制定实施细则，对幼儿园的教育内

容等做出具体的要求。对于违背者予以惩罚，强调所有的幼儿园必须保证幼儿的游戏活动时间，不允许

私立园强制的让幼儿参加兴趣班，要坚持以幼儿发展为中心，促进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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