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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不会听到初中生作业做不完而在家大哭的崩溃故事。

一年前，在自己教课的补习机构，劳拉曾遇到这样的画面：

当她正在办公室休息时，一位孩子的母亲推门进来，略显无奈

地和另一位机构老师交流起来。原来，由于开学临近，而自己

的孩子既要完成补课机构的大量作业，又得赶紧做完学校老师

布置的暑假作业。面对两难的境地，孩子前一晚写到半夜两点。

写到最后时，一边写一边哭。

而自从 2021 年暑期“双减”政策落实后，带来的变化迅速

而直接。7 月 26 日 A 股教育板块大幅低开，很多教育“明星股”

直接跌停，校外培训业在炎热的夏天遭遇“极寒”。9 月开学后，

学校对于学生的课后时间管理也纷纷有了新要求，令学生的课

外补课时间被极度压缩。

事实上，从 6 月推进课后托管服务，到 7 月发布“双减”

政策，再到各地出台细则、落实举措，今年以来，围绕“中小

学减负”问题，教育改革“重拳出击”，充分彰显了国家和教

育部门的重视和决心。为什么“双减”政策会在此时落地实施？

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新民周刊》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教育界

学者、初中一线教师与校外补课机构老师，从其回答不难看出，

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了“双减”的必然性与迫切性。“双减”，

到了不得不减的时刻。

“过热”的校外培训

2021 年 7 月“双减”意见发布后，教育部发言人阐释其出

台背景时曾提到，“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

未根本解决”。

在“双减”之前，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究竟有多火

热？根据天眼查发布的《2020 年教育行业发展报告》显示，过

去 10 年我国教育相关企业总数从 78 万家上升到 412 万家。而

从 Mob 研究院的近两年的教培行业研究报告能看到，当前中国

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普遍被用来代指基础教育）

教育培训行业已经发展出以校外培训机构为主体的万亿级市场。

伴随着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其市场增速同样惊人。2013

年全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是 10226 亿元，2018 年增长到

20960 亿元，5 年便实现了翻倍。《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提到，

过去几年中有超过千亿元的资本涌入 K12 教育市场，其中 2020

年融资总额同比增长了 6.6 倍。

当然，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2020 年对于资本进入 K12 教

育而言是最疯狂的一年。“双减”政策落地后，有观点认为“2020

年是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最后的美好时光”。换言之，这也是

校外培训在资本扶持下增速最快的时光。新冠疫情影响了诸多

行业的市场走势，却为 K12 教育市场插上了在线教育的翅膀。

市场在近年达到了空前规模，而自身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与其他快速扩张的行业类似，其在竞争过程中，免不了彼此的

内耗。一些头部机构为占领市场，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小机构进

行打压，而恶性竞争也为其日后的破产埋下了隐患。另外，众

多教育企业开始采取商业化的营销套路，比如将学费包装成“投

资”，甚至有机构利用“白条”“教育贷”等金融手段来吸引

消费者。

除了 K12 教育市场内部因为资本扩张带来的一些乱象，其

“过热”之后的表现，更是深深地烙在如今的中小学生日常学

习与生活中。几年前，童木（化名）刚进入上海一所民办初中

任教时，就和学生家长有过关于校外培训的讨论。当时童木问

家长有没有给自家孩子安排课后的补习，结果对方反问：“现

在难道还有谁不补课的吗？”当然，随着教学时间增长，童木

也发现这些普遍在校外补课的学生中，也需要分情况讨论。“当

然有家长的意愿投放在他们孩子身上，同样也有到了初中之后

主动为了提高成绩而向家长提出补课需求的学生。”童木告诉《新

民周刊》。从他所在的学校来看，去校外培训机构补课的“气候”

在“双减”前已经由来已久。

由于资本本身具有天生的逐利性，而当教育这个民生属性

非常突出的领域遇上“过热”的资本市场时，一些更严重的问

题开始显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白芸副教授接受《新民周刊》

采访时提到，近年来学科类为主的校外培训，过于火热和强势，

对校内正常节奏的教学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负面影响。白

芸在多所公办中小学的调研中发现，有不少老师表示，课堂上

出现的喜欢捣乱、不认真听讲、没有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的少数

学生，已经不是过去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而恰恰是考试成绩

很好的。因为这一小部分学生在课外通过培训机构进度更快、

难度超纲的“超前学习”和“过度刷题”，反而对校内正常节

奏的课堂教学逐渐失去兴趣，课堂专注力降低。这些孩子的家

长中甚至会有一些以校外机构的期望和标准对校内教学提出要

求，也有一些孩子向学校老师请教课外培训机构布置的练习题。

调研发现，有一些老师表示了担忧，认为上述不合理现象，逼

着学校老师拔高难度、提高速度，导致不在机构超前和过度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