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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内卷化”社会现象是社会大众与教育领域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现如今，教育内卷问题主要表现

在学校内部的成绩内卷、学历竞争的就业内卷以及社会精英培养的内卷。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教育社会

功能的二重性影响着教育内卷，教育内卷意味着教育目的异化、教育有增长而无发展，以及教育资源过

度甚至无效损耗。为缓解社会教育内卷严重的现象，转变社会教育观念，应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重塑

教育内在价值、增强教育综合治理三方面探究教育内卷破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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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education “in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which is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field of education. Nowadays,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internal examina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nternal examination of school grades, the internal examination of 
employment due to academic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elite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the duality of the social function of education affects the inner 
volume of education. The inner volume of education means the alienation of the purpose of educa-
tion, the growth of education without development, and the excessive and even ineffective los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serious phenomenon of the internal paper in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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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change the concept of social education, we should explore the ways to crack the in-
ternal paper in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perf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shaping the 
internal value of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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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学术用语“内卷化”走入教育领域，教育内卷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教育现象。义务教育

阶段对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使得教育“内卷”愈演愈烈。尤其是一些“优质学校”通常具有高标准、

严要求，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严格，导致学生承受较重的课业负担，并在教学和考试内容上超出教学大纲

和教材范围(简称“双超”)，以此来展示自己的高水平和高质量(杨德广，2023)。这种趋势促使其他学校

也纷纷效仿，在教学和考试内容上追求“双超”，增加学生的作业量，以此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从而

在激烈的学校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家长纷纷选择将学生送到培训机构。据相关数据资料

显示，在 2017 年，我国小学生校外学科类培训参与率达 33.4%，初中生为 43.7%，每年生均培训支出达

2000 元，参加校外培训的中小学生至少有 4300 万人(魏易，2019)。学生、家长、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

纷纷卷入“内卷”这场大战之中，教育焦虑愈演愈烈。 
基于当前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尤其是蔓延到基础教育的教育压力，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内卷化现象

的广泛探讨。在面对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条件下，单纯的增加投入并不总能带来预期的教育成

效。这种状况导致了一个悖论：社会对教育的总体投入不断攀升，而学生的学业压力也随之增大。 
教育“内卷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社会现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内卷化不仅

体现在学校内部成绩的激烈竞争上，还延伸到了学历竞争与就业市场的残酷比拼中。它迫使学生、教师

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陷入一种无休止的、低效的竞争循环之中，导致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与浪费，同时抑

制了教育的创新力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与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家校关系的界限与互动模式

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过程中，家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成为了教育焦

虑现象显著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杨雄，2021)。教育内卷化加剧了社会焦虑与不公，使得教育原本应有的促

进个体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功能逐渐异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焦虑情绪的蔓延，以及“内卷”现象的

加剧，这不仅在教育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基于此，了解当下教育内

卷化的现象与成因，并探究其破解路径势在必行。 

2. 教育“内卷化”问题表征 

2.1. 学校内部的成绩内卷 

学校内部之间各种成绩的竞争成为学校内部内卷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中主要包括学生之间成绩内卷、

教师之间的绩效内卷以及学校之间升学指标内卷。尤其是竞争与评价通过明确的操作流程和相关内容形

成了一个固定范围，教育相关者只能在其范围内竞争，一般不敢或不能开拓新领域。这样异化的竞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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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导致学校内部各个主体之间都追逐着所谓“看得见”的成绩指标(张庆玲，胡建华，2021)，加剧教育

内卷。 
首先，学生在教育内卷中成为最大受害者。学生迫于考高分、考大学等目标，使追逐考试成绩成为

学习的唯一目标，学生被迫悄无声息地被卷入成绩内卷的队伍之中。学生再受到来自家长与社会的压力，

学生的学习成绩成为了证明自己的主要工具。家长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纷纷采用

“鸡娃”方式培养孩子(段雨，孙艺宁，2022)。其次，教师之间的绩效考核加速教育内卷。从单一的教师

绩效评估机制向更全面的绩效评估体系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

潜在的问题。这种评估体系可能在无意中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导致教师

在教书育人方面的投入逐渐减少。过度强调绩效评估可能会导致教师的工作变得表面化，偏离了教育的

根本目的——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之间要通过各项绩效考核的要求，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无形的

压力(戚业国，2019)。最后，学校之间升学率等攀比，在有限的教育资源下，重复刷题，减少非高考科目

课时，挤压学生休息时间(冒荣，2021)。学生和家长追求顶尖大学的入学机会，默默允许学校举办的各种

增加学生负担的活动，从而获得优势而参加大量额外的培训和竞赛活动，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 
在学校内部成绩的内卷进入了无限循环，且形成恶性循环，教育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付出的努力

并不能收到相应回报，反而发展成相对缓慢的趋势，使得教育受到内卷影响，质量有所下降。 

2.2. 学历竞争的就业内卷 

就业形势严峻，学历竞争成为教育内卷的突破口。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人才市场趋于饱和，

就业环境愈发严峻。社会给予的就业机会少，需求就业的人口多，导致无法就业的人群将就业竞争转移

到教育竞争中，通过在学历提升上的内卷化，提升自身的就业几率。 
一方面，在高新技术领域，用人单位的余地越来越大，“择优”越来越成为规律，然而不是因为优

异的普通学生就逐步淘汰。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劳动力社会逐渐被机械所取代，人力劳动力市场即使少

数企业出现，也显得吃力不讨好。于是，他们将目标投向高等教育，力图在就职时提高自己的实力。但

是，他们对职业教育产生偏见，造成非职业学校的卷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人们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

导致非职业教育内卷更加严重。虽然并不是职业教育本身存在不足，而是由于职业教育在某些方面缺乏

足够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这导致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时面临质量不一的教育资源，从而可能影响到他们

未来的就业前景。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曹云鹤，陈友华，2023)。 
竞争本身具有积极的一面，它能够激发潜能和推动进步。重视大学内学生之间的竞争，是培养创新

型人才的重要手段(眭依凡，2017)。但是教育内卷化所引发的激烈竞争与追求高质量教育的目标并不相符，

反而可能将教育推向功利主义的深渊。这种内卷现象导致了对竞争本质的误解，使得竞争本身被负面地

解读为一种消极的斗争(苑津山，幸泰杞，2021)。 

2.3. 社会精英的培养内卷 

教育内卷很大程度上破坏教育正常发展，精英人才难以培养。在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国家需要培养

拔尖创新的精英人才。在教育内卷化的影响下，学生之间相互无效攀比，将成为社会精英作为自身发展

目标，无止境地追求更多的优质资源，垄断教育优质资源，将教育公平机制打破。 
一方面，教育内卷导致精英人才培养困难。“十四五”时期，中国是否能够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

现连续性、整体性和自主性的突破，特别是在当前和未来的关键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这将是衡量

中国能否成功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重要标准。这种突破不仅需要持续的创新动力，还需要系统性

的规划和自主性的研发能力，以确保技术进步与国家发展战略同步(张杰，吴书凤，2021)。要破“卡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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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难题，必然要培养创新人才。公平性和卓越性是高等教育追求的两个关键维度，它们代表了教育价

值的不同方面。在强调教育公平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对教育质量的追求；同样，追求教育的卓越也不

应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障碍。精英教育和普及化教育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

系(钟秉林，方芳，2023)，而教育内卷化现象的出现又使这一矛盾不断加剧。 
另一方面，教育内卷加重教育不公平现象。优质的教育公平应当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

致力于为每个人提供适合其需求和潜能的教育机会(李响，2020)。教育公平要求一个公正和平等的教育环

境，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获得必要的教育资源，并在公平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

和兴趣，自由地探索和学习，同时确保他们的学习进度与年龄和认知发展相适应。在这一过程中，“适

度原则”至关重要，它要求我们在追求教育质量的同时，避免过度竞争和压力，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而教育内卷却与之背道而驰。 

3. 教育“内卷化”成因分析 

3.1. 教育社会功能二重性 

当前社会的整体流动性、阶层分化的加剧以及阶层固化的趋势，为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背景。

这一背景为教育内卷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教育内卷现象的核心动力，源自于教育在社会中所具有的

双重功能：它既是推动社会流动、实现个体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社会分层和维持现状的一种

机制(李云星，2022)。一方面，教育系统被视为“伟大的平衡仪”，可以让学生超越个人家庭背景而实现

社会阶层流动。另一方面，教育系统维护了社会阶层不平等的格局：它并非改变了社会分层系统，而是

再生产了它(珍妮·H.巴兰坦，2021)。 
教育的社会角色复杂而多维，关键在于其内在的筛选机制。根据筛选假设理论，教育系统充当着一

种筛选器，其功能是帮助雇主辨识求职者的技能差异，以便将他们分配到适合的职位。这种筛选过程隐

含了教育体系的分层结构，如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别。雇主倾向于根据求职者所毕业的高等教育

机构的等级来判断他们的能力，而这种等级往往与未来的薪酬预期相联系。这种机制可能导致教育机会

的不平等，并在社会中形成或加剧了层级分化。毕业所获得学历水平越高，工资就越高(刘劲宇，谢丽萍，

张靖等，2017)。学校文凭的声誉越高，毕业生的起薪就越高。 
教育文凭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对毕业生起始工资的直接影响。它还与社会联系、户籍资格以及众

多社会福利体系紧密相关。毕业水平越高，户口，职位等各方面提高的优势就越大。这进一步扩大了教

育筛选的辐射线，使教育筛选超越了劳动市场的领域，与教育主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有着

深远的关系(张青根，2017)。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教育的重要性，使学习失败成为家庭和个人无法承受的负

担。所有社会阶层都想通过教育来加强个人利益。因此，教育比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多的资本、人和资源

的重要性，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教育内卷的内在核心动力所在。 

3.2. 固化的教育惯性思维模式 

惯用以“分数化”指标来判断教育效果的思维模式成为加剧教育内卷的重要原因之一。择优录取、

唯分数判断学生好坏的趋向是长期应试教育笼罩下的固化模式，完全扭曲了教育内在关注学生生活的本

体价值和意义(倪娟，陈振，2023)。将学生教育着力点放在“看得见”的成绩上，教育内卷大肆盛行。 
一方面，从家长角度出发，家长作为非专业教育者，参与到学生的学习中时，很难产生理性的判断。

学生成绩下降，就会想办法增加学生花在学习的时间，通常以课外辅导为主；学生成绩提高，家长更会

认为给学生增加到课外辅导是正确选择(陈华，2022)。这样的逻辑盲区，让家长只看到学生成绩，以成绩

优劣考证教育效果，不断加剧教育内卷循环，增加学生负担与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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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普通的课堂教学受到不必要的教育培训内卷影响，教育质量下降。许多学生受到“不能

输在起跑线”的束缚下，经受“提前教学”“重复训练”“超纲教学”等培训，使得正常的课堂教学秩

序被打乱，课堂教学质量下降(王红，陈陟，2021)。在固化的教育思维模式里，这样超前的学习给学生带

来无限焦虑，只能无奈加入内卷。 

3.3. 教育竞争下教育资源的过度叠加 

教育竞争负担巨大的情况下，培训市场教育资源无限扩大，教育质量却无任何改善。面对竞争激烈

的教育市场，家长纷纷为学生选择校外培训，使得教育资源过度叠加，学生与家长陷入教育内卷风波，

教育内卷不断异化。 
标榜学科培训的资本不断助推教育资源的叠加，使教育呈现表面“繁荣”，实则内卷无度的现象。

资本大量涌入学科培训的市场，各类培训机构为自身的利益以及市场竞争力，不断标榜自己的特色，大

肆宣传学科培训的夸张优势，刺激家庭消费，增添学生负担。一方面，资本将校外培训的学科内容不断

细化，增加不必要的学习与经济负担。教育“内卷化”的存在使得家庭在教育支出和住房支出上投入更

多资源，从而对文娱活动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消费造成了挤压(丁增才，贺学强，2023)。本身学校内学科分

类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等，但是到了学科培训中就会将语文分为阅读训练、口语逻辑、作文写作等，

看似内容非常丰富，实则无形中增加了学生课后负担，增添家长经济负担，学生与家长被迫卷入教育内

卷的战争中(姚从容，马玲，2022)。另一方面，校外培训形式过多，形成不必要形式内卷。从传统的班级

授课制演变成“一对一”辅导、“在线辅导”等各种看似多样化的辅导形式，实则仍然是单调的机械训

练，难寻创新、实践的踪影。 

4. 教育“内卷化”破解路径 

4.1. 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消解教育内卷社会前提 

社会分层与固化的动态张力构成了教育内卷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社会福利难以保障，社会差异指

数高，社会公众就非常容易陷入内卷(李云星，2022)。由此，强化社会利益共享，保障社会福利机制，是

消解教育内卷的社会前提。 
教育内卷化破解路径要先从社会层面入手，为社会提供健全的保障机制，消解教育内卷带来的社会

问题。首先，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可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提高社保覆盖率和标准，让更多

的人享受到社保福利。其次，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政府可以加大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职

业技能水平，增强就业能力，从而降低教育内卷现象的发生。再次，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府可以

加大对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让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

公共服务，从而减轻教育内卷现象的压力。最后，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市场规

则、加强监管等手段，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防止一些企业或个人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优势地位，

导致教育内卷现象的发生。总之，要消解教育内卷社会前提，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从多

个方面入手，逐步建立起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4.2. 重塑教育内在价值，摆脱教育内卷机械功能 

当教育被过度强调为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或维护阶层利益的手段，而升学成为其核心目标时，教育的

本质便开始悄然偏离。由此，必须重视教育内在多元价值的回归，破除教育内卷如今单一的、异化的价

值功能。而教育内卷的破解是对教育内在价值的必然之求。破解教育内卷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回归教育内在价值与立场(郝文武，2022)，以教育的内在价值抵抗教育内卷带来的机械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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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调整教育目标。教育应该以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素质为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分

数和升学率。一方面是个人全面的发展，要积极开展对话、协商和沟通。教育首要目标应当是鼓励人

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另一方面，教育的全面发展观念正通过教育实践，不断地被公众所接受和理

解。这种教育理念不仅在社会中得到推广，更在逐步转化为人们内心的教育信仰和行为准则。随着教

育观念的深入人心，它开始影响和指导人们的日常教育实践，逐渐塑造出一种共同的教育价值观(龙宝

新，赵婧，2022)。其二，要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鼓励

学生自主学习、思考和探究。其三，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教育评价应该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因素，避免单一指标评价的机械性。最后，要加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扭转社会教育固化思维。家庭和社会应该共同承担起对学生的教育责任，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社会

责任感。 
总之，要重塑教育内在价值，解放教育内卷机械功能，需要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家庭和社会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从多个方面入手，逐步实现教育目标的转变，建立起一个注重全面发展和人格素质的

教育体系。 

4.3. 增强教育综合治理，破解教育内卷机制生成 

长期以来的教育筛选机制影响了教育的综合治理。教育竞争的剧场效应需要教育综合治理来弱化，

通过推动教育的平等化发展和实施协同监管，可以降低教育体系中的筛选功能和剧场效应，从而减少教

育内卷化的核心驱动力和群体竞争压力。而解决教育内卷的关键在于推动教育综合治理体系的深入改革。

这种改革应着眼于缓解教育内卷背后的根本动力，包括群体间的相互竞争。通过减少教育体系对个体进

行筛选和分层的依赖，可以降低教育过程中不必要的竞争压力。 
首先，完善教育法律法规。政府应该加强对教育领域的立法和监管，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建

立健全的教育管理制度。其次，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为了促进

教育的全面优质均衡发展，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发展思路和格局。通过这种一体化的策略，可以确保

所有学生无论背景如何，都能享受到高质量且公平的教育机会(陈诚，包雷，2022)。再次，加强教育质

量监测和评估。政府应该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教育质量的稳步提

升。提高教育信息透明度。政府应该加强对教育信息的公开和透明，让学生和家长能够清楚了解学校

和教育机构的情况，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教育内卷现象。最后，强化教育行政管理。政府应该加强

对学校和教育机构的行政管理，促进教育机构的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运作，避免过度竞争和内卷

现象的发生。 
简言之，要增强教育治理，破解教育内卷机制生成，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从多个方

面入手，逐步建立起一个科学、公正、有效的教育治理体系，实现教育公平和质量的双提升。 

5. 结论 

教育“内卷化”作为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现象，其成因复杂且深远，不仅关乎教育体系的内部运作，

更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资源分配及就业环境紧密相连。通过对教育内卷化现象的深入分析，不难发

现，其主要表征体现在学校内部的成绩内卷、学历竞争的就业内卷以及社会精英培养的内卷等多个层面。

这些现象不仅加剧了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与浪费，还抑制了教育的创新力与活力，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

了教育的本质目的，即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有效破解教育内卷化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

维度出发，采取综合措施。通过综合施策、多管齐下，逐步缓解教育内卷现象，让教育回归其本质，真

正成为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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