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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以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管理制度为重点，促进形成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彰

显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便于推进基础教育教学理念的深刻变革。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落实“双减”的

政策过程中基础教育管理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应对措施。经过研究发现双减政策下的基础教育面

对家校社对双减政策理解不够深入、作业管理办法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不够规范

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在“双减”政策下，可以在完善基础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转变作业形式

并优化作业管理方法、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监管模式等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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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basic education man-
agement system,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n education ecology conducive to the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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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ighligh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al fairness, and facilitates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found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teaching concep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basic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
ing the policy of “double reduc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
sures.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basic education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 the ineffectiv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of af-
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the face of these problems, under the policy of “double reduc-
tion”, counter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basic 
education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ies, change the operation form and optimize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mode of after-school training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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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减”政策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1]。“双减”政

策以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教育管理制度为重点，促进形成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彰显教育公平

的价值导向，便于推进基础教育教学理念的深刻变革[2]。“双减”政策下，在基础教育管理过程中坚持

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统筹校内和校外，使学校的育人质量得到真正的提高，同时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经

营行为进行不断的规范，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一起来解决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推进“双减”工

作扎实开展。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落实“双减”的政策过程中基础教育管理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

应对措施。 

2.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2.1. 调查设计 

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随机抽取了 2500 名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的家长作为调查对

象，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家校社协同机制建设情况、学校教育管理情况、学校作业

管理情况、学校课后管理情况等。最终回收了 243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44%。由此通过对调查研究收

集来的信息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再结合实地走访，对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进

行深入的研究。 

2.2.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2.2.1. 家校社对双减政策理解不够深入 
“双减”政策是以减轻家长和学生的负担为出发点[3]。但调查显示，24%的家长对“双减”的政策

并不了解，依然对课外补习抱有很大的依赖性，觉得只能靠请家教来弥补功课。见图 1 所示，92%的家

长意识到实施“双减”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然而能够认识到“双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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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目的均没有达到 30%，这说明家长对“双减”的认知只限于字面意义，无法将其与学校活动、管理

措施联系起来。12%的家长保持与培训机构联系，或花大价钱找“一对一”补习，16%的家长买辅助教材、

练习题、作业题等，这都显示出家庭教育中旧思想的顽固，也显示出来自家庭的阻力远大于我们所想。

这也反映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导致一些父母对“双减”的认识不足，并未认识到

家长才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若家庭外部压力减少而内部增加，对学生来说，其负担的压力并未发

生变化，最终“双减”政策也将以失败告终。 
 

 
Figure 1. Parents’ cognition of the purpose of implementing the double reduction reform 
图 1. 家长对于实施“双减”改革的目的认知情况 

 
2.2.2. 作业管理办法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从调查结果来看，参加调研的地区，100%的学校都对作业时间进行了管理部署，但是经过研究，学

生周一至周五课后完成书面作业平均时长见表 1 所示，发现学生作业仍存在超时长的情况，并且学生的

作业形式普遍太过单一，缺少实践性和趣味性。经过问卷调查，88%的家长对于学校“双减”政策下的

作业管理表示不满意，觉得作业的内容还不够针对性，只是简单地把教辅材料给他们布置了一些简单的

作业。这表明，作业管理办法和实际的管理存在着脱节的现象，有执行不到位，打折落实的情况。目前，

在班级、学科、学生和家校合作四个层面上，家庭作业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 
 
Table 1. The average length of time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complete written assignments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management 
表 1. 基础教育管理中学生完成书面作业的平均时长 

指标 比例 

1、2 年级无书面作业 91% 

1、2 年级有书面作业 9% 

3 至 6 年级小学生小于或等于 1 小时 86% 

3 至 6 年级小学生大于 1 个小时 14% 

7 至 9 年级作业小于 1.5 小时 71% 

7 至 9 年级作业大于 1.5 小时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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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不够规范 
通过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问题情况进行调查，见图 2 所示，13%的家长认为有的学科类培训仍然存

在“提前学学科知识”、“占用法定节假日、周末进行培训”的行为；15%的家长认为有的学科类培训

转入地下，存在监管“盲区”；11%的家长认为有的非学科培训以“作业培训”“英语阅读”“研学活

动”等名义变相违规开展学科培训；42%的家长认为有的非学科类培训价格不合理，推高了家庭教育支

出；54%的家长认为有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影响培训质量；12%的家长认为有的非学

科类培训机构收费通过微信、支付宝等转入私人账户，且预收费多、退费难，机构一旦跑路，家长维权

难；31%的家长认为有的培训机构教学环境差、设施不完善、存在安全隐患。校外培训分类管理机制不

健全，增加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难度，弱化了“双减”政策的实践成效。 
 

 
Figure 2. Parents think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external train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basic education 
图 2. 家长认为基础教育管理中校外培训机构存在问题情况 
 

2.3.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面临主要问题的成因 

2.3.1. 家校社多方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完善 
“双减”政策的实施，要有多个部门的统筹协调，各个部门之间要进行协作，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

是对学校的管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职能清晰、管理严谨、运行有序的管理体制，这就造

成了基础教育管理的质量与效率低下。一是在国家层面上，“双减”政策没有得到充分普及，社会、家

长和学生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双减”的重要性[4]。在学校层面上，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缺乏“双减”

主题的家长开放日、家长会等家校互动方式。二是对“双减”教育在各地区、各学校的好的经验、好的

做法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对主流媒体、网络平台的政策宣传还不够。好的榜样可以带动家庭、学校和

社会各方面的观念转变，形成良好的学习气氛[5]。当前，家校社合作育人的机制还不够健全，没有丰富

的家委会、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交流渠道还没有完全打通，家、校育人职责不明确，

也让家长感到负担沉重。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00


肖爽 

 

 

DOI: 10.12677/ae.2024.143400 482 教育进展 
 

2.3.2. 作业减量与课堂提质之间缺乏联动 
“双减”政策下，我国中小学教育革新突出素养导向，却忽略了以素质为导向的作业改革。作业和

课堂是分不开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设计和执行[6]。不然仅仅减少作业的量，忽略了作业与课堂

之间的联动关系，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负。在学校的实际操作中，没有将作业与课堂的学习联系

起来，作业管理的改革和提高课堂的质量不能同步，教学评估也就不能真正落实。社会上最关心的是作

业减没减，教育主管部门先从数量上看看有没有减下来，作业完成的时间有没有达到标准。在作业的管

理上，最重要的就是在时间上控制数量，在形式上变换花样，而与之对应的作业质量、学生与作业的匹

配程度、作业的形式和内容的合理性等方面，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对作业的管理仍然是一种

浅层次的管理，它必须按照教师的教学目标来进行设计，并且要和课堂里的学习活动进行互动，这样才

能让作业真正地发挥出它的教育作用。 

2.3.3. 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体系不够健全 
目前，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只是一种短期的、有针对性的整治，缺乏

科学的、系统的管理制度，应当注重构建多元互动的、能够引发良性循环的治理生态。当前，首先，缺

乏专门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督人才[7]。教育市场监管、网信、公共安全、体育、社会文化和旅游等相关部

门的相关单位，也要在各个职能领域设立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本领域内的教育工作进行独立的或联合监

管。二是要加强对各种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缺乏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监管，在对教师资质、

培训教材、培训课程等的管理上，要对其进行制度化和标准化管理，以防止出现学科类培训的反弹。三

是按照法律规定，对培训机构不法行为进行严格的整治，整顿工作力度还不够，并且开展联合检查和明

察暗访的工作机制尚不健全。 

3. 双减政策下基础教育管理的应对措施 

3.1. 完善基础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3.1.1. 促进家校沟通 
构建共同育人组织，并使之成为学校与家庭交流的重要基础。第一，可以通过成立家校工作委员会，

明确各自的责任，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开放管理中。第二，可以成立“家长学校”，举办“家长大讲堂”

和“家校共育”研讨会，邀请教育专家到学校为教师及家长讲座，剖析目前“家校共育”的状况，并为

“家校共育”提供指导[8]。第三，可以建立家校合作领导小组，统筹社、家、校三方的工作，制定方案，

组织实施各项活动。第四，可以成立面向家长和学生免费开放的心理咨询工作室，能及时解决学校遇到

的各种紧急情况以及学生个性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教学合力，促进青少年的健康

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监管“双减”政策的实施。 

3.1.2. 完善社会服务 
首先，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校外素质教育供需平台”，将校内外的教学、科

研、文艺、社会公共服务等组织和机构的场地、人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联合制定学校

素质教育供需清单。其次，根据清单中明确的需求主体、需求范围、方式和业务类别，为其提供一对一

的精确咨询服务。把学科和专业的教育资源移交给学校，使其在政府的经营下得到更好的利用，从而和

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发展形成互补的局面。比如阅读、运动、音乐、美术、舞蹈等方面的兴趣爱好培养

项目，以及研学旅游、缅怀先烈、科学教育、心灵开拓、志愿工作等社会活动，并积极地组织学生到附

近的社区开展实践，让他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认识祖国。再者，为学生提供一站式的校外素质服务资

源，并在垂直方向上，将市、区、校等多个层次进行跨层次的沟通，横向上与教育、体育、科技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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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进行合作，将管理和审批整合起来，从而达到更高效率的管理和服务。 

3.2. 转变作业形式并优化作业管理方法 

3.2.1. 转变作业形式 
在学校学习模式的优化中，作业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行“一校一案”、“一层一策”、“一

生一策”，以作业促学。强化理论指导，提高教师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引导他们通过选编、改编、自主

创作等方式开展优质的作业，并大力推广“基础作业 + 弹性作业”、分层作业、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标准

化作业，开发工作类、活动类、家务劳动类等新型作业，指导学生通过课后学习，实现对知识的转化应

用、感悟体会和新的思维。 

3.2.2. 优化作业管理方法 
首先，对区域运作管理工作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五主一辅”的区域作业管理体系；一是由教育行

政部门负责制定、监督、管理和指导学校的政策、法规；二是由教育科研工作者进行家庭作业的设计、

执行计划的研究、教师的辅导等工作；三是对学生的作业时间进行监控，对学生的作业质量进行监测，

建立学生的资源库；四是教师进行家庭作业的设计、实施和质量评估[9]；五是教师要在学生的作业习惯、

作业方法上下功夫，要鼓励学生自学，教师要主动预习。六是校长和班主任通过家长来协助家庭教育，

给中小学生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指导家长在作业注意度和习惯养成方面的协助管理等。其次，实施

“以人为本”的学校治理模式，将作业设计和执行纳入到学校的课程一体化管理之中，以学年为单位进

行单元整体作业的设计，重点是要在时间上进行突破，并逐渐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的作业管理机制以及

作业设计的完善的实施方法。最后，还可以对学校的作业管理和设计进行专门的培训，组织各种评比、

案例征集竞赛，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并进行专项督导。 

3.2.3. 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监管模式 
要把握好时间节点，抓住重点，强化培训引导。首先，要推动责任的协同。充分利用市相关部门成

立的“双减”专项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协调和推动各区部门之间的合作，指

导各区建立健全排查、巡查、查处等工作机制。其次，要注重创新，要有效率的巡视。通过多次摸底调

查，建立双工作台账，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对重点巡查区域进行科学研判，创新建立分片包干、错时值

班等工作方法，对学校教育问题进行严厉查处。第三，寻找线索，精确打击。市、区、校三级单位对群

众举报进行公开监督，发动群众力量将隐形变异培训机构进行查处，保证了整治的高压态势。同时，积

极利用招聘网站等多种途径，对违纪违法线索进行挖掘，并进一步拓宽线索来源。第四，严厉打击，增

加宣传力度。通过“约谈一批、查处一批、曝光一批”的方式，及时对“黑名单”和“白名单”进行动

态更新，对违法的培训机构进行“黑名单”公示，起到一定的警示和威慑作用[10]。强化寒暑假重点时段

的专项督查。第五，要弥补缺陷，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加强对校外培训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将对校外

培训机构的日常监管纳入基层区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网格管理体系，并在每个街道办事处派驻

教育指导员，以减轻教育部门执法力量不足的状况。第六要广泛宣传，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各区学校

还可以通过公众号和短视频等方式，让家长们在假期里多注意子女的自我发展，提高家长的陪伴质量。 

4. 结语 

基础教育管理是建设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减”政策的推行，也面临

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家校社对双减政策理解不够深入、作业管理办法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对校外培训

机构的监管不够规范等。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家校社多方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完善、作业减量与课堂提质之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00


肖爽 

 

 

DOI: 10.12677/ae.2024.143400 484 教育进展 
 

间缺乏联动、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体系不够健全导致的。面对这些问题，“双减”政策下，可以通过完

善基础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转变作业形式并优化作业管理方法、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监管模

式等方面采取应对措施。就是要以多种方式推动家长学校活动的开展，并对政府治理下的社会教育服务

方式进行探讨，为基础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使家、校、社关系得到更好的建设。要完善作业

管理制度，促使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以作业管理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要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督制

度，建立起多个部门共同治理的监督方式，健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体系。由此在“双减”政策

下，营造出基础教育的良好文化氛围，充分发挥出基础教育管理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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