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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学生参与
课外补习的内在机理

———读《赋能“双减”:我国中小学生参与

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分析》

李锋亮�

[摘 要]薛海平教授的新著《赋能“双减”:我国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采用多种计量经济模型,从微观、中观、宏观各个层面

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不仅

丰富和拓展了课外补习领域研究,更能够助力“双减”政策落地生效。

[关键词]课外补习;影响因素;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双减”政策

为规范课外补习行为、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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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课外补习班的

数量和规模得到了有效压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得到了相对减轻。然而,部

分学生与家长“补课”的刚需仍然存在,部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瞄准了家长

与学生的培训需求,以隐形变异的方式违规开展培训。

校外培训监管和治理一直是“双减”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违规开展校外培

训的现象仍层出不穷,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部分学生

和家长仍有课外补习需求。为什么“双减”政策出台后,很多家长和学生对课

外补习的需求仍然存在? 探讨中小学生选择课外补习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引

导学生和家长正确认识、理性选择课外补习,更能为“双减”政策如何有效实

施提供经验启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薛海平教授的《赋能“双减”:我国中

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书(以下简称《赋能“双减”》)对基础教

[收稿日期]
 

2023-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双减’政策落实的过程监测和成效评

价研究”(AHA220020)。
[作者简介]

 

李锋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电子邮箱地址:dagger@tsinghua.edu.cn。



第4期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内在机理 123  

育阶段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探讨。该著作利用

多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基础教育大规模调查基线和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层

线性模型、生存分析、倾向值匹配、双重差分等多种高级统计分析方法,深

入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基础教育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专著凝聚了作

者及其研究团队近五年来对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参与影响因素研究的代表

性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一个分析学生参与

课外补习原因的有用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常被简称为生态系统理论,它将系统学和生态学的理

论知识引入社会学研究之中,以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关系。扎斯

特罗(C.H.Zastrow)是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极为

强调个体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对于解释个体行为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处于

一系列相互嵌套且交互影响的社会环境结构之中,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

各种途径与方式影响个体行为。这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

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相结合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考察个体的

行为决策。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聚焦于个体与其生活环境的相互影响和相互

联系(付立华,2009)。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环境影响个体行为的基本路径提

出了详细的分析,该理论揭示了家庭、团体、社区等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的

重要影响,对于个体与环境的交互关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已有很多

研究者应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探讨了诸如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校园欺凌

的成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使得该理论在近20年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和

丰富。

近年来,部分研究也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运用于课外补习研究领域之中。

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分析学生和家长参与课外补习的原因,不仅能

够从家长和学生这一行为决策者本身去分析他们课外补习参与行为,更能厘

清家庭、学校、社区、制度等多方面社会环境因素对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

有助于更适切、更全面地剖析家长和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原因。《赋能“双

减”》正是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

次对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不仅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家长和

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的原因,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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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个体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微观系统因素

在分析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原因时,学生是微观系统中的个人,生物、心

理和社会方面的要素都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行为决策,其中生

物、心理要素主要是指学生本身的个人特质,而社会要素主要是指学生所处

家庭情况。从学生个人特质层面来看,学生的学习成绩会影响学生课外补习

参与已被现有研究证实,然而成绩好还是成绩差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课外补

习,已有研究尚未达成结论一致(方晨晨和薛海平,2015)。多数研究证明,

与男生相比,女生更倾向于参与课外补习(薛海平和李静,2016)。与小学生

相比,初中生更倾向于参与课外补习(薛海平和左舒艺,2021)。家庭子女数

量也会影响到课外补习参与,学生为独生子女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更大(方晨

晨和薛海平,2015;薛海平和李静,2016)。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元认知也会影

响到课外补习参与决策,对学习缺乏自信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参与课外补

习(Zhang
 

et
 

al.,2020)。从学生所处家庭层面来看,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越高,课外补习参与概率越大(薛海平和左舒艺,2021;薛海平和李静,

2016)。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期望水平也会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产生影

响,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教育期望水平高的中小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参与课外补

习(薛海平和李静,2016)。此外,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子女参与课

外补习的概率更低(薛海平和左舒艺,2021)。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特别强调,

微观系统中学生个人特质、家庭特征等方面的要素虽是独立的,但要素之间

也会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个体参与课外补习的行为决策。

可见,已有研究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且

系统的探讨,难能可贵的是《赋能“双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理论探索

和研究创新。该书不仅发现了研究者较少关注的家庭教养方式等微观因素对

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作用,还独具创新地采用生存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家

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首次参与课外补习时间的影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

展了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微观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三、学校和社区中的同伴效应是影响学生

参与课外补习的中观系统因素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身处不同的小规模群体会为其提供不同的

环境条件,在理解个人行为时,尤其需要对群体之间的差别保持敏感。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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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小规模群体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会影响甚至迫使个体做

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其次,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己的

个性,而表现出群体共同的特性,个体的行为选择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或

约束(库少雄,2014)。可见,中观系统对于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行为决

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中小学生所处的小规模群体主要包括学生所在

学校和社区。

目前关于学生所在学校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作用的实证研究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会受学校办学水

平的影响,办学水平越高的学校,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也越大(薛海平和

左舒艺,2021)。另一方面,部分实证研究发现,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在校内班

级中存在着明显的同伴效应,班级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比例的提升不仅会导

致班级群体对课外补习有效性认知的形成,还会扩大同伴中的学业竞争压力,

从而促使更多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金红昊等,2021)。而社区同伴对学生

参与课外补习也可能会存在类似的影响。社区是相似经济阶层家庭集聚的主

要场所,家庭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既可能会受到社区所形成的集体观念影

响,也可能会模仿其他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到自身参与课外补习

的行为决策。虽然探讨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社区同伴影响研究较少,但家庭

教育支出、学生学业成就等会受到社区同伴的影响已被部分实证研究证明(刘

欣和夏彧,2018)。

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研究多是探讨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在班级中

的同伴效应,但现实中学生交往范围并不仅限于学校班级,因此有必要探讨

校内班级外同伴和社区同伴参与课外补习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决策的影响。

《赋能“双减”》全方位探讨了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在学校、班级和社区中同伴效

应的影响,同时还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课外补习供给方视角考察了教师工

资水平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中观影

响因素的研究内容,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四、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是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宏观系统因素

社会系统既包括人类创造的社会结构、政策制度以及大众传媒,也包括

与个体有关系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念。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特别强调,人的行

为必须放在以下几种情境中加以了解和研究,即知识和信仰的文化背景、价

值观和行为规范以及人种、宗教和职业等(库少雄,2014)。这些因素都会影

响人们的互动模式、生活方式和养育下一代的方式,进而影响到个体参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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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补习的行为决策。首先,社会主流文化与价值观念会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

习的决策。如在北美、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国家,他们的主流文化更为重视学

生的能力而非努力,因此学生和家长对课外补习的需求相对较低(张薇等,

2017)。而在我国,“努力学习”和“精英教育”的家庭文化价值观在社会文化中

不断建构和传递,这深刻影响着我国家庭对于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选择,很

多家庭希望通过课外补习取得学业上的卓越和成功,因此选择让子女参与课

外补习。其次,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会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决策。如有

研究发现取消“小升初”考试的举措会导致小学生上课时间缩短、家庭作业减

少,家长和学生会更倾向于选择课外补习以填补课余时间的空白(Zhang
 

et
 

al.,2016)。

与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相比,目前探讨宏观层面社会因素对课外补习参

与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赋能“双减”》指出,新高考改革、高等教

育普及化等制度变化会影响中小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行为决策。同时该书还

分析了中高考升学竞争等社会环境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决策的影响作用,这

丰富和扩充了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宏观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领域。

五、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生态系统中微观、中观和宏观系统均会对学生参与课外

补习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各个系统中的要素绝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持续

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微观系统的学生个人特质和家庭特征会受到中观

系统如学校、社区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宏观系统如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社

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反之,个人行为对于中观系统同样也可能会产生影响作

用(付立华,2009),但个人行为对于宏观系统却并无直接影响。微观系统中

的学生和家庭可以通过使用一些手段,如借助媒体反映教育诉求等,促使宏

观系统发生改变,但对于比其大得多的宏观系统而言,其改变力度是相对有

限的。同时,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可见,评估学生

参与课外补习的行为决策,应当在微观、中观、宏观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社

会环境背景下进行。

已有研究从社会环境的不同层面探讨了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原因,并取

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大多研究是从单一层面开展分析,不能全面揭示学

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复杂原因。《赋能“双减”》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全面探

索微观、中观、宏观各个系统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决策的影响作用,为后续

学者开展课外补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参考。然而,关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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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未来进一步探索

和分析。

首先,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尚有

很多因素值得探讨。比如在微观系统中,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时间投入可能

会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尤其父亲和母亲的时间投入可能存在差异,进而

会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决策。而且,家中有无兄弟姐妹提供学习辅导也

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但鲜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在中观

系统中,学校课后服务实施情况、学校作业管理实施情况以及学校办学理念

等因素均可能会影响到学生是否参与课外补习,这些因素都需要未来研究者

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在宏观系统中,关于社会制度、传统文化、教

育政策对于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研究均十分欠缺,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

者关注这些因素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以更全面地揭示学生参与课外

补习的影响因素。

其次,目前大多数关于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采用区域

横截面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缺少可推广性和因果效应的推断,未来需要更

多基于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调查基线和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总之,《赋能“双减”》这部著作综合了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

基于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调查基线和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种高级统计分析

方法,系统回答了中小学生及其家长为何参与课外补习的问题。该书既能够

丰富和拓展课外补习领域的研究成果,更能够增进一线教育行政人员、中小

学管理人员以及政策执行者对学生和家长参与课外补习原因的认识,从而更

好地在实践中减轻学生和家庭校外培训负担,助力“双减”政策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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