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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影子教育行业规模不断壮大，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双减”政策逐渐完善的背景下，

影子教育越发成为除学校教育外学生寻求教育资源的新途径，是否参与影子教育已成为教育热点话题，

而如何规范影子教育相关产业，也成为政府的治理重点。本文通过对21世纪以来中国知网上与影子教育

相关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总结了影子教育的定义、衡量与发展，我国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

我国影子教育的影响效果和影子教育的治理对策，最后总结已有研究中的不足点，为今后影子教育的深

入研究提供帮助，也为“双减”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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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scale of shadow education industry has been growing.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uneven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shadow educ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new way for students to seek edu-
cational resources besides school education.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shadow education ha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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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a hot educational topic, and how to regulate shadow education-related industries has also 
become the focu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litera-
ture related to shadow education on CNQI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fi-
nition, measure and development of shadow educa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hadow education, the influence effect of shadow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go-
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of shadow education.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shortcomings of ex-
isting research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future in-depth study of shadow education. I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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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学生人数快速增长，学生、家长对教育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而当前不完善的

“双减”政策和学校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引起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促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课外

补习，即影子教育中，以期能够实现自身在学校教学科目上的“补差”和“培优”。由此影子教育的相

关机构数量逐年上涨，该产业也正在发展壮大，至今已规模空前。而在家庭等各种因素影响下，影子教

育的出现又无形之中拉大了教育水平的差距，造成更加严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近些年来，政府为完善

“双减”政策，开始打击影子教育相关机构，但由于应试教育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教育不足，越来越多

的学生与家长为在校成绩感到焦虑，进而更加急切地渴望获取课外补习机会从而追赶同学甚至实现“弯

道超车”。由此影子教育的行业不但没有因为受限制而被影响，反而更添了市场。因此研究我国影子教

育的现状，对于教育完善的意义重大。本文旨在分析我国 21 世纪影子教育的相关研究，探究影响我国影

子教育的相关因素和影子教育产生的影响效果，同时关注影子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最后提出相应

的治理措施。分析已有影子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前沿与不足，为今后研究我国影子教育提供了更清晰的帮

助，也为“双减”政策提供了更加合理、有效的治理方向。 

2. 影子教育的定义和衡量 

“影子教育”在国外研究者中被称作“Shadow Education”或“Private Tutoring”，在国内研究者中

被叫做“补习教育”、“课外补习”或者“家教”。影子教育最早由 Stevenson 等(1992)定义为在正规学

校之外的私营机构发生且意在提升学生正规学校生涯的一种教育活动[1]。后来 Mark Bray (1999)在前者定

义的基础上扩展到学生课外补习的目的、学科及性质[2]。而在国内多数研究中，影子教育的定义与衡量

和国外研究基本一致。根据潘冬冬(2020)的研究，影子教育的衡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补充性：补习

的内容是已经在学校内学习的科目；2) 私有性：企业或者个人以营利为目的，对学生个人进行补习；3) 学
术性：补习的科目主要针对语文、数学、英语等文化类课程[3]。 

3. 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 

根据潘冬冬等(2020)的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影子教育迅速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1)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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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期(1978~1998 年)，校内进行课余时间的补课和聘请家庭教师盛行；2) 转变过渡期(1999~2003 年)，校

内补课受到打击，补习机构开始兴起；3) 快速发展期(2004~2009 年)，补习机构迅速扩张，规模扩大，

科目增加，目标群体更广，方式更多样化；4) 规范发展期(2010 年至今)，补习教育行业开始自律发展，

同时政府颁布更多关于监管影子教育行业的政策[3]。 

4. 我国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 

根据已有文献，我国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主要从学生、家庭、社会、区域、文化和制度等

六个角度出发： 

4.1. 学生角度 

学生是影子教育的主体对象，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动机是最直接的因素。吴梦帆等(2015)研究发现，

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动机中占比最大的仍然是自己的意愿，参与影子教育是学生自我竞争意识增强带来的

结果[4]。薛海平(2015)研究指出，学生的性别、成绩排名对影子教育的参与具有相关性：女生的参与率

大于男生；成绩高的学生参与概率大。并且学生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比率高于小学阶段。在影子教育

中，语文、数学、英语是学生最主要并且有意愿补习的科目[5]。 

4.2. 家庭角度 

家庭对学生的成长作用不容忽视，其也影响着其孩子是否参与影子教育。王晓磊等(2018)研究反映，

家庭阶层越高，对影子教育的需求就越大[6]。同时李佳丽等(2019)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

其家长让孩子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会越大[7]。 

4.3. 社会角度 

学校是社会教育的主场合，学校教育也会影响学生的影子教育参与度。薛海平(2015)和彭湃(2008)的
研究共同表明，重点学校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学校，尖子班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

比例也普遍高于普通班[5] [8]。 

4.4. 区域角度 

区域之间由于经济收入等水平的差异，会造成不同区域学生影子教育参与率的不同。曾满超等(2010)
研究发现，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明显差异，使得城镇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比例较高，而农村学生由于农

村缺乏课外补习机构而参与影子教育的机会较少[9]。同样，李波(2018)和李佳丽(2018)的研究也说明了影

子教育存在东西部之间的显著差异[10] [11]。 

4.5. 文化角度 

陈涛等(2019)的研究表明了影子教育市场的形成来源于家庭教育需求这一家庭文化价值观，其中包括

权力距离(公平感)、不确定性规避(风险偏好)、集体主义(从众心理)、短期导向(信用卡额度)等因素。家庭

文化价值观在中国特有社会文化中形成并相传，深刻影响家庭对于影子教育的选择和投入[12]。而张薇等

(2017)研究表明孔子的儒家思想将学识与社会地位和高尚品德紧密联系，在家庭、等级和教师等方面影响

着影子教育的选择[13]。 

4.6. 制度角度 

张薇等(2017)研究总结得出，教育资源由于教育体制缺陷所导致的不均匀分配以及中高考结果对学生

的利害关系使得中国教育竞争异常地激烈，从而导致了影子教育需求量的增加。而课程改革使得学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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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习和备考的时间减少，在校内无法保障文化类科目学习的质量，学生就不得不在校外进入补习机构

增加学习的时间[13]。 

5. 我国影子教育的影响效果 

根据已有研究，我国影子教育的影响效果可以分为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 

5.1. 正向影响 

对于学生，李波(2018)的研究通过调查数据发现北京市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更适合英语补习，而数学

基础较好的学生更适宜进行数学补习[10]；刘冬冬等(2018)的研究结果同样发现中学生参与数学和英语补

习后成绩明显提高[14]；李佳丽等(2017)研究表明虽然在农村里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低于非留守儿童，但

留守儿童、家庭经济水平低的学生、非流动儿童参加影子教育获得的效益更大[15]；赵阳等(2018)的研究

结果认为兴趣类影子教育对学生睡眠不产生负面影响[16]。对于教师，郭科等(2016)研究认为声誉高的老

师参加影子教育能增加社会总福利[17]；曹艳菊等(2017)和周春芳等(2017)的研究共同反映出，影子教育

不但能使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也能拉近师生间关系，还能间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18] [19]。
对于学校，李佳丽(2019)的研究表明，影子教育是农村发达地区学校教育的替代品，能弥补主流学校教育

的不足问题[20]。对于社会，李佳丽等(2017)的研究表明有效利用影子教育将能够缩小教育的不均等[15]。 

5.2. 负向影响 

对于家庭，曹艳菊等(2017)和周春芳等(2017)的研究表明影子教育增加了家庭经济开支，从而加重了

家庭经济负担[18] [19]；文军等(2018)的研究结论得出，影子教育会拉大阶层之间的差距，加剧不平等，

从而致使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少，还可能会形成阶层壁垒[21]。对于学生，李波(2018)的研究反映出北京市

语文补习对于学生语文成绩的提高没有显著效果[10]；刘冬冬等(2018)的研究也表明了语文补习后没有明

显的成绩提高[14]；李佳丽(2018)研究发现了西部农村地区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不但提高不了学业成绩，

还会对语文成绩产生负面影响[11]；赵阳等(2018)的研究表明学术类的影子教育会影响到初中学生尤其是

男生的睡眠[16]；李丹(2013)研究表明影子教育的低龄化趋势容易导致低龄学生丧失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22]；华小菊(2020)的研究也表明影子教育给学生的课外生活增添了负担[23]。对于教师，郭科等(2016)
的研究则认为声誉低的老师参加影子教育就会降低社会总福利[17]。对于学校，李佳丽(2019)研究表明影

子教育作为城市地区的学校教育的互补品，加剧了城乡学校教育资源和校外教育资源的不均衡[20]。对于

社会，薛海平(2015)研究得出，影子教育是城乡和阶层差距在代际间维持与传递的重要通道之一，它扩大

了城乡和不同阶层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还削弱了政府为实现教育公

平的努力成效[5]；周春芳等(2017)的研究还得出，家庭资本投入的差距会拉大原来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

农村地区间的差距，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现象[19]。 

6. 影子教育的治理对策 

6.1. 国外对影子教育的治理模式 

张薇(2021)研究总结得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影子教育的治理模式大致有四类：1) 自由放任：如丹

麦等国将影子教育机构视为自由市场的一部分不予干预，德国等国尚未引起重视，但第三方机构行业形

成了较为自律的影子教育体系；2) 侧面鼓励：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国都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来鼓

励影子教育的自由发展；3) 治用并重：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完善了影子教育相关的法规，有着规

范的政策支持；4) 强势监管：缅甸、上世纪的韩国都是对影子教育有着强硬、极端的禁令，但后来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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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放松了要求，重新扶起影子教育的相关产业[24]。 

6.2. 我国影子教育应对的对策 

众多研究表明，我国影子教育行业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其产生的弊端较为明显。对此，为了解决

影子教育带来的危害，我国及时出台了双减相关政策，主要包含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通过“双减”政策的实施，培训市场虚火大幅降温，广告基本绝迹，资本大幅撤离，

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原 12.4 万个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 9728 个，压减率为 92%；原 263 个

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 34 个，压减率为 87%；“营转非”“备改审”完成率达 100%；预收费监管基

本实现全覆盖，监管总额超过 130 亿；所有省份均已出台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较出台之前平均下降 4
成以上；校内普遍实现课后服务“5 + 2”全覆盖；第三方调查显示，85%的家长对学校课后服务表示满

意，72%的家长反映教育焦虑有所缓解，90%以上学生表示学业负担有所减轻[25]。有关我国“双减”政

策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6.2.1. 家庭方面 
甄莹(2017)研究指出，家长应当更加理性为孩子选择适合他们当前阶段学习生活情况的影子教育机构，

尊重孩子的补习意愿，对于应该“补差”还是“培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除此之外家长也应该关注孩

子的全面健康发展，重视孩子成长，避免“唯成绩”和“唯学历”学习[26]。 

6.2.2. 学校方面 
陈园园等(2021)和郑淑超等(2020)的研究建议，学校要强化学校主体教育功能，提高学校教育质量，

均衡学校教育资源，改善课堂教学，同时承担学术性学科与素质教育的责任，开辟课后服务[27] [28]。另

外，楼世洲(2013)的研究还指出学校应该增加教师工资，严格规范在职教师在影子教育机构的工作[29]，
促进实现教育公平。 

6.2.3. 社会方面 
郑淑超等(2020)和宋海生等(2018)研究中指出，避免影子教育乱象，还应当加强社会公众参与共治和

监督，引导影子教育相关机构规范化、自律化，尽快培育公益性课外辅导机构，促进成立影子教育行业

协会，形成行业有效自治制度，提高影子教育行业的自治能力[28] [30]，楼世洲(2013)建议社会公众可以

自发组织教育志愿者团体，为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提供公益性帮助[29]。 

6.2.4. 制度方面 
首先，宋海生等(2018)和楼世洲(2013)研究表明，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影子教育行业法规，严

格市场准入，明确监管对象，加大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也要给予鼓励和支持，正确引导影子教育市场

向规范、有效、合理的方向发展[29] [30]。同时，陈园园等(2021)的研究表明政府还要采取免费提供补习

等措施来保证低阶层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机会，减少阶层差距带来的接受影子教育的机会差异[27]，以进

一步实现教育公平。 

7. 总结与建议 

本文已通过分析国内外关于影子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总结出我国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效果以及治

理对策，但通过比较发现，当前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影子教育的研究多从学生角

度进行分析，但缺少家长、教师、培训机构、学校等角度的研究，不利于全面客观分析影子教育的成因

和机制。另外，影子教育的研究主要以横向比较为主，学生个人的纵向追踪调查较少，因此未能考虑到

学生个体接受影子教育的前后差异，不利于全面客观分析影子教育的影响效果。除此之外，影子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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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形式展开，利用了相关分析软件，有充分实证，但缺少理论性研究，理论指导不

足。最后，影子教育的研究结果多元化，结论具有争议，无法一概而论影子教育的问题及对策，因此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影子教育不同问题提出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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