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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双减政策”出台后，由于教育产业的变化以及家长的教育焦虑、家庭的教育投资出现新变化，开

展家庭教育投资调查研究对促进教育投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家庭中“双减政

策”发布后每年课程类补习班花费减少3185.88元、焦虑程度增加的家长占比为36.6%、焦虑程度降低

的家长占比23.7%。教育投资与焦虑程度是否存在关系，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 

双减政策，教育焦虑，家庭教育投资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Education Anxiety on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Behavior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Gudiandian Hu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May 25th, 2023; accepted: Jun. 23rd, 2023; published: Jun. 30th, 2023 

 
 

 
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 indus-
try, parents’ education anxiety and new changes in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it is of great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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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icance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among the surveyed households, after the re-
lease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annual cost of course based tutoring classes decreased 
by 3185.88 yuan, 36.6% of parents had an increase in anxiety, and 23.7% had a decrease in anxie-
ty. Further analysis is need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anxiety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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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对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新时代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成了新时代教育发展理念与思

路。2021 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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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 [1]。 
“双减政策”是党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不仅

是我国教育理念的重大变革，也是对我国教育生态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关系到广大居民家庭的幸福，

也关系到相关行业未来的发展。随着政策的实施，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焦虑也发生着变化，家庭教育投

资也出现新的变化[2]。目前为止，分析家长教育焦虑和家庭教育投资的文章较少。本文分析“双减政策”

发布前后家庭教育焦虑的变化、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变化以及“双减”政策下家长的教育焦虑对家庭教

育投资行为的影响。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自问卷调查。第一，衡量教育焦虑的问题是：(1) 每天陪伴在孩子课业学习的时间；(2)
因为孩子的教育焦虑而产生失眠/头晕/感到不安等症状。第二，家庭教育投资包括：(1) 投资方式(报线

下课外班、购买教辅资料、购买教育基金等)；(2) 才艺培养班(如琴、棋、书、画、体育等课程每年花

费；(3) 课程辅导班(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科目)课程每年花费；(4) 竞赛辅

导班(如奥赛、华杯赛、希望杯等)课程每年花费等[3]。调查对象为以有 1 个或 1 个以上的孩子处于义务

教育阶段中的家长。发放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通过问卷星方式发放。共发放

了 121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101 份。 

3. 数据分析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根据“表 1”调查样本的性别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占比 39.60%，女性占比 60.40%，男女比例比较均

衡。在教育程度上，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占 37.63%，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人群占比 62.37%，说明被调查者

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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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rvey subjects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特征变量 类别 百分比% 

性别 
男 39.60 
女 60.40 

教育程度 

高中/中专及以下 37.62 
大专 10.89 
本科 42.57 

硕士及以上 8.91 

孩子数量 

1 个 43.56 
2 个 34.65 
3 个 2.97 

4 个及以上 9.90 

家庭年收入 

0 至 15 万 36.63 
15 至 30 万 23.76 
30 至 50 万 4.95 

50 万及以上 34.66 

所在地区 
城市 73.27 
农村 26.73 

 
从家庭孩子数量来看，一孩家庭占比 43.56%，二孩家庭占比 34.65%。与国家卫计委 2022 年全国生

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一孩家庭占比 39.1%，二孩家庭占比 41.4%)基本接近。此样本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 
从调查对象的家庭年收入来看，由于调查组前往了高档小区附近的小学进行投放问卷，年收入为 50

万及以上的家庭比例偏高。 
从所在地区看，城市占比 73.27%，农村占比 26.73%。与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公布的数据(全国城镇人

口比例占 63.89%，乡村人口占 36.11%)接近。此样本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 

3.2. “双减政策”前后家长的教育投资方式变化情况 

Table 2. Changes in parents’ educational investment meth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表 2. “双减政策”前后家长的教育投资方式变化情况 

类别 “双减政策”发布前百分比% “双减政策”发布后百分比% 
报线下课外班 63.36 50.49 
报线上课外班 40.59 44.55 
购买教辅资料 52.48 53.47 

购买学习机、点读笔等电子产品 37.62 32.67 
购买教育基金 27.72 31.68 
购买教育保险 23.76 30.69 

为了孩子上学购买学区房 38.61 35.64 
其他 29.70 38.61 

 
根据“表 2”调查样本的性别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占比 39.60%，女性占比 60.40%，男女比例比较均

衡。在教育程度上，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占 37.63%，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人群占比 62.37%，说明被调查者

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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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孩子数量来看，一孩家庭占比 43.56%，二孩家庭占比 34.65%。与国家卫计委 2022 年全国生

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一孩家庭占比 39.1%，二孩家庭占比 41.4%)基本接近。此样本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 
从调查对象的家庭年收入来看，由于调查组前往了高档小区附近的小学进行投放问卷，年收入为 50

万及以上的家庭比例偏高。 
从所在地区看，城市占比 73.27%，农村占比 26.73%。与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公布的数据(全国城镇人

口比例占 63.89%，乡村人口占 36.11%)接近。此样本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 
“双减政策”发布后，家长的教育投资方式发生变化，其中选择报线下课外班的家长占比下降

12.87%、选择购买教育保险的家长占比上升 6.93%。而选择购买教辅资料等其他方式占比变化不明显。 
在“双减政策”发布后，线下课外班正在被线上课外班慢慢取代，家长更加重视为孩子购买教育基

金和教育保险。但购买教辅资料、学区房等教育投资方式与“双减政策”发布前没有较为明显的变化。 
结论：“双减政策”发布后，家长的教育投资方式发生变化，其中选择报线下课外班的家长占比下

降 12.87%、选择购买教育保险的家长占比上升 6.93%。而选择购买教辅资料等其他方式占比变化不明显。 
在“双减政策”发布后，线下课外班正在被线上课外班慢慢取代，家长更加重视为孩子购买教育基

金和教育保险。但购买教辅资料、学区房等教育投资方式与“双减政策”发布前没有较为明显的变化。 

3.3. 教育投资变化 

课程辅导花费变化：“双减政策”发布前后课程类辅导班花费比较，发现家长在课程辅导班方面的

投资存在显著差异(t = 3.80, p = 0.000)，“双减政策”发布后平均比“双减政策”发布前每年花费要少

3185.88 元，说明“双减政策”起到了减少家长课外辅导花费的实质性作用。 
“双减政策”发布前后才艺培养班(如琴、棋、书、画、体育等)花费比较，家长在才艺培养班投入没

有显著性差异(t = 1.01, p = 0.315)。家长在才艺方面的投入基本不受政策的影响。 
“双减政策”发布前后竞赛辅导(如奥赛、华杯赛、希望杯等)花费比较，家长在竞赛辅导班投入没有

显著性差异(t = 0.48, p = 0.655)。家长在竞赛辅导方面的投入基本不受政策影响。 

3.4. 双减政策前后家长的焦虑变化情况 

“双减政策”发布前家长的焦虑均值为 5.51，“双减政策”发布后焦虑均值为 6.15。双减政策增高

了家长的教育焦虑(t = −1.99, p = 0.048)。 
家长们担心孩子在减负后会失去竞争力，影响他们的未来发展。他们可能会认为减负会导致孩子的

学习成绩下降，从而影响到升学和就业机会。此外，家长们可能还担心孩子减负后会缺乏挑战和动力，

导致他们缺乏成长和发展的机会[4]。 

3.5. 陪伴时间变化的关系 

在“双减政策”前后，家长陪伴孩子学习的时间从平均 3.71 小时上升到了 4.50 小时，具有显著性差

异(t = −2.389, p = 0.019)。 
焦虑变化和陪伴时间变化之间正相关(r = 0.40, p = 0.000)。在学校大力减负之下，孩子在校的学习任

务大量减少，家长担心孩子在校学习时间不足、在家中无法专心学习，通过在家陪伴孩子学习提高孩子

有效学习时间。 

3.6. 焦虑变化和课外辅导班投资变化的关系 

焦虑变化和课程辅导班方面投资变化呈现正相关(r = 0.16, p = 0.042)；焦虑变化和才艺培养班方面投

资变化不相关(r = −0.75, p = 0.455)；焦虑变化和竞赛辅导班方面投资变化不相关(r = −0.94, 0.351)。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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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布后，家长的焦虑变化对课程辅导班产生了影响，对才艺培养班和竞赛辅导班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通过进一步访谈发现焦虑变化对课程辅导班方面教育投资变化的影响不明显存在以下两种原因：1. 因

为补习班的大量减少，大部分家长的课程辅导班投资下降，孩子课后无班可上，增加了家长对孩子学业

的焦虑。2. 部分感到焦虑上升家长仍然给孩子课后补习，选择私下以更昂贵的方式为孩子找家教老师，

此类投资金额较大[5]。 
我就是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高中，现在孩子去不好的高中上个大学太难了，学校管得不多，只能去

辅导班了，最近管理部门抓课后辅导班抓得很严，一下子大部分辅导班都报不了了，以前报班很方便的，

一门辅导班每学期一千多块，现在想找到这样的辅导班很难了，希望后续的政策能把这些问题都考量进

去。(访谈资料 1) 
有认识的人介绍了名牌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私下给孩子辅导，需要签一些保密协议，价格也不便

宜，希望能够对孩子的成绩有帮助吧。(访谈资料 2) 

4. 建议 

学校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对学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

生拓展学习空间，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以减少家长焦虑。 
保险公司、理财公司推出多样化的理财产品等。方便父母配置教育理财产品。家长通过购买合理的

教育基金和教育保险。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孩子未来的教育资金，可以减轻大部分压力[6]。 
政府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双减”良好氛围。一是政府层面应进一步加大“双减”政策的宣传力度，

让社会、家长、学生明确“双减”政策的实施意义，学校层面也要强化宣传，营造良好的实施环境[7]。
二是充分利用主流媒体、网络平台，加大“双减”政策宣传阐释力度，积极总结推广“双减”工作中的

好经验好做法，引导家庭、学校、社会各方转变理念，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5.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22 年底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双减政策”

发布后家长的教育焦虑发生的变化、教育投资方式及教育投资金额发生的变化、教育焦虑对教育投资的

影响。研究发现在“双减政策”发布后家长的焦虑增加，家长在课程辅导报上的投资增加，陪伴孩子时

间写作业延长。因此政府应该加强落实双减政策、宣传减负，真正让家长做到不报辅导班也能放心，降

低家长的焦虑。同时父母也将多余的教育资金投入孩子未来教育的理财产品中，减轻未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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