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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实施两年有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

“双减”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343篇综合文献进行可视化分

析，经过排除纳入了26篇文献，具体分析了“双减”政策在不同内容和不同群体上的效果。结果显示“双

减”政策在农村地区已经产生了一些成效，尤其是在课后服务、校外培训治理、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上有

明显成就，但是在作业管理和家校协同上效果不显著。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义务教育在资源因素和家

庭因素上都备受限制，必须结合农村特点推动政策实施。目前的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在未来可以采用

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加深对农村“双减”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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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as been more than two years. In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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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n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visual analysis of 343 comprehensive li-
terature, and then excludes 26 literatures to specif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Double Reduc-
tion” policy on different content and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as achieved some results in rural areas, especially in after-school services, off campus training 
governance, an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 However,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
cant in homework management and home school collaboration.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is limited by both resource and family factors, and policy im-
plementation must be promoted in combination with r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current research 
methods are also relatively single, and in the future, more diverse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used 
to deepen the study of rural “Double Reduc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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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学生减负是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的政策问题。2021 年 7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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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和校外培训两类负担。教育政策实施面临着

复杂环境的考验，各地各校教育发展水平尤其是区域差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显著存在，家庭和群体

差异也是客观存在[1]。虽然地方政府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且致力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但是对

于农村来说，办学经费、硬件设施、师资调配、教育质量和教育观念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存在差距。“双

减”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区分城市和农村两种模式，因此在农村地区特殊的条件背景下，难免会产生

一些难以预料的效果或者困难。本文将在收集与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双减”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

施情况进行研究，以期加深对“双减”政策在城乡差异方面的了解。 

2. 总体概况 

本文运用CiteSpace6.2.R4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主题为“双

减 + 农村”、“双减 + 城乡”和“双减 + 乡村”的期刊文献。由于“双减”政策在 2021 年 7 月开始

实施，因此设置时间为 2021 年 7 月至今，剔除相关度较低的文献及重复文献后，最终得到 343 篇综合文

献作为样本(包括期刊、会议论文、特色期刊、报纸和学位论文)。在数据运行之后，得到节点 157 个，连

线数为 426，网络密度 Density 为 0.0348。 

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1 所示，图中圆圈大小代表的是关键词频次，频次越大，圆圈越大。关键词的

字体越大说明中心性越强，即该关键词在共现图谱中与其它关键词同时出现的几率高，中心性越大则表

示该节点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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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1. 关键词共现图 

 

为了对该领域研究的集中趋势有更直观的了解，对高频词进行了统计，见表 1。除了“双减”、“农

村”等主题关键词，“课后服务”、“作业设计”的高频次出现说明学者们多从这两方面研究农村地区

的“双减”政策。 
 
Table 1. High frequency co-occurrence statistics table 
表 1. 高频词统计表 

序号 高频词 频次 中心度 

1 双减 61 0.45 

2 “双减” 53 0.41 

3 农村学校 34 0.09 

4 课后服务 29 0.15 

5 双减政策 28 0.12 

6 农村初中 26 0.13 

7 农村 24 0.04 

8 作业设计 22 0.12 

9 小学数学 14 0.04 

10 小学语文 1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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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对数似然率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如图 2 所示。聚类的序号

越小，说明它的关键词成员越多。本次共得出#0 双减、#1 农村初中、#2“双减”、#3 双减政策、#4 课

后服务、#5 教师减负、#6 留守儿童、#7 农村中学等关键词为核心的 8 个主要聚类。与关键词共现相比，

在关键词聚类后，新出现了“教师减负”、“留守儿童”等关键词。 
 

 
Figure 2.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2. 关键词聚类图 

 

在“教师减负”的聚类中，还包括“乡村教育”“协同教学”、“教师能力”、“跨学科教学”等

关键词。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乡村教师在原来工作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课后服务、假期托管、

课程开发等任务[2]，再加上乡村学校教师资源本就匮乏，因此给教师减负也是研究的热点。另外，农村

学校普遍存在教师结构复杂、教育理念更新缓慢等现象，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感知能力和实践明显弱于城

市教师，教学能力也稍有欠缺[3]；而协同教学就是指由若干教师组成教学小队，共同研拟教学计划，为

学生打造更合适的教学环境。在这个聚类中主要是围绕教师这个利益群体的关键词。 
在“留守儿童”的聚类中，还包括“乡村振兴”、“素质教育”、“智能手机成瘾”等关键词。“双

减”政策实施后，学生课业负担减轻，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变多，而家庭教育的缺位，也让农村留守

儿童的教育问题再次凸显出来[4]。农村留守儿童一般都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自控意识不强。在乡村

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备受重视，为乡村振兴赋能。 
在其他的聚类中，也出现了“阶层固化”、“农村寄宿制”、“教育资源共享”等具有农村特殊性

的关键词，农村孩子天然的资源弱势让他们在竞争中往往面临更多的困难，“双减”政策在农村实行的

过程中对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和呈现出的效果也具有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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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减”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评价 

3.1. 文献纳入 

在已筛选的 343 篇文献中，首先通过阅读文献题目和摘要进行了初步筛选，然后根据 PICOS 原则阅

读文献内容进行排除纳入。文献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农村地区的“双减”政策，可以是对各利益群体的影

响或者是与城市地区的比较研究，包括政策执行的难点和政策实施的效果等。其中有大量文献是关于各

科目作业的具体设计、课堂内容的开发等教育专业性研究，在本文中不纳入考虑。最终，纳入了 26 篇文

献。 

3.2. “双减”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 

3.2.1. 在课后服务方面 
“双减”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农村学校积极开展农村课后服务，挖掘农村课后服务的功能，重塑课后

服务的价值[5]。虽然部分家长没有意识到课外培训对孩子培养的意义，认为课后服务只是体育课、作业

课或特长课的一种形式[6]，但是课后服务在加强放学后的安全性、提高学生的作业质量等方面有积极影

响，且许多农村家长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无法为孩子提供作业指导，因此对课后服务普遍较为满意。

另外，在课后服务的内容上，农村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比较集中和传统，多为自学托管、作业辅导、学

科拓展，而城市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更加多样，主要是体育、艺术和科技类的教学服务，更加有利于学

生素质的全面发展[7]，也有部分学校结合乡土资源为学生开发特色课后服务课程。 

3.2.2. 在校外培训治理方面 
一方面，学校能为学生提供更多服务与指导，有利于抑制校外培训机构的热度；另一方面，“双减”

政策为校外培训治理提供了法源。将民办课外辅导机构纳入义务教育治理体系的整体管控范围，直接取

缔或监管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农村公立学校的办学主导地位和主阵地作用得以巩固和明确，农村公立中

小学的招生回流现象明显[8]。 

3.2.3. 在教育教学质量管理方面 
“双减”政策要求提供更高质量的教学，这也就要求教师必须提高自身能力，并且花费更多时间进

行课堂内容开发和作业设计，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学校也更加注重“五育并举”，实现学生的全面

和谐发展。且“双减”政策提出鼓励推进集团化学校治理与城乡学校联盟建设[9]，目前已有多地开始探

索集团化办学，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从而有利于实现教学资源共享[10]。 

3.2.4. 在作业管理方面 
相较于城市地区，不少学者认为“双减”政策在农村地区的落实效果并不到位，农村学生的作业负

担没有明显减轻[11]。尽管教师尽力去执行“双减”政策的相关规定，减少学生的家庭作业的量，但是在

丰富作业形式、实现分层作业、个性化作业等方面做得并不好。在其他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面对升学高

压，只能采用“题海战术”。农村学生作业的数量、重复性程度也明显高于城市地区，受“一刀切”的

影响，农村学生的作业负担可能“不减反增”[12]。 

3.2.5. 在家校协同方面 
已有研究表示家庭和学校积极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家庭差异对儿童成长造成的影响[13]。

“双减”政策的实施使家校合作的程度有所增强，但是家长的经济收入、文化水平、工作地点对交流的

形式和频率都有影响[14]。同时，受农村地区教育观念、家庭资本、制度建设等条件的影响[15]，农村家

校协同效果是较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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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在五项管理方面 
在考试管理上，农村学校比城市学校更倾向于减少考试频率、降低考试难度和取消考试排名。在手

机管理上，“双减”政策的实施让学生的闲暇时间增多，对农村留守儿童而言，缺少家庭的监管，教师

要对学生加强引导。有文献指出农村留守学生的大多数监护人无节制地玩手机也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是诱发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16]。对于睡眠管理、读物管理和健康管理的研究比较缺乏。 

3.3. “双减”政策对农村各利益群体的影响 

3.3.1. 对农村教师的影响 
教师作为“双减”政策重要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在教学质量、课后服务、家校协同上都提出了新的

要求，其工作时长和工作内容有有所增加，挤占了教师原本的生活时间和教研时间。有研究指出，农村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除了教学任务，还承担着大量非教学性质的工作，其工作强度和心理负荷不

断增加。 

3.3.2. 对农村家长的影响 
家长和教师在执行同一改革内容时，存在两端拉锯的情况，“教师增负，家长减负”的现象在农村

地区格外显著。农村家长对于学校教育工作的理解处于比较浅薄的状态，对于改革的实质参与性不高。

例如，在作业设计上，教师对作业设计的投入很大，但家长的感知度却不高，在部分媒体上还看到一些

综合性、研究性作业因为需要家长参与而被诟病的舆论。在课后服务上，家长对课后服务的期待很高，

但教师的获得感却较低。在家校协同上，部分家长认为孩子的教育全都是学校的责任，参与性极低。还

有一些农村家长指望孩子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对于孩子成绩要求高，甚至一些家长会与校外培训机

构共谋，躲避政府监管，继续影子教育。 

3.3.3. 对农村学生的影响 
学生在减负的同时，也有升学的需求，面对多出来的空闲时间，学生必须提升时间管理能力，尤其

是对于一些留守儿童而言，更要提高自律能力。对于能够体验到更多形式的课后服务和城乡教育资源共

享的农村学生来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其对学校和政策的满意度。 

3.4. 实施效果总体评价 

总体而言，“双减”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负担，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的

发展，在课后服务、校外培训治理、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上有明显成就，但是在作业管理和家校协同上效

果不显著，对五项管理的效果研究不足。“双减”政策也对农村教师、家长和学生也产生了一些正面或

者负面的影响，各利益群体的行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较于城市而言，受到农村地区特殊条件的限

制，“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有限。 

4. “双减”政策在农村地区实施的现实困境 

4.1. 制约因素 

4.1.1. 资源因素 
其一是师资力量不足。我国农村的薪资水平、教学条件、生活环境等较为落后，因此优秀教师更倾

向于向城市流动。农村教师队伍青年骨干教师流失率较高，总体倾向于老龄化，专业知识停滞不前。在

面对老师不足的情况下，一些老师只能身兼数职，专业水平不够，尤其是美术、体育、音乐等非主课老

师更是稀缺。其二是相关经费不足。对于教师提供的课后服务，并未明确规定相应的报酬，导致教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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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抵触心理；对于课后服务是否收费，中午延时未提供午休场所，课后服务结束后非寄宿学生回家的安

全保障等问题，也会引起家长的不满情绪。其三是硬件设施落后。农村教学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设备

老旧，一些信息化设备和图书、体育用品、教室等设施配置不齐全，对于一些新形式的教学无法开展。

最后是制度供给不足。目前“双减”政策对课后服务、家校协同等内容的实现要素及条件保障只作了方

向性指导和灵活性诠释，没有可操作性的工具选择以及明确的行为标准[17]，导致政策缺乏指导，难以落

实。对于配套的学生安全管理机制、教师考核激励机制、教学评估反馈机制、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等都没

有建立健全，包括校外师资以及活动场域的拓展方式、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引入、经费制度等都缺

乏系统性的规范化的标准。 

4.1.2. 家庭因素 
其一是教育观念落后。一方面，仍然存在“唯分数论”的功利性思想，忽略了对孩子其他方面的培

养；另一方面，对学校的依赖性过多，教育意识浅薄，家庭发挥的教育功能较少，对家校协同不愿参与。

其二是家庭教育缺位。农村留守儿童与家长之间缺乏长时间亲密接触，父母无法及时观测把握子女的学

习状态和习惯，更难身体力行地传递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18]，对于学校组织的家长会、家访活动等也

很难参与。隔代教育在农村较为普遍，但是隔代教育往往存在补偿心理，可能会对孩子比较溺爱，并且

对于现代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术无法掌握。其三是家长学历不足。“双减”时代家长文化学历资

本作用发挥空间放大。在校外培训被管控后，面对应试竞争，许多家长开始亲自给学生提供辅导，学历

水平较高的家长能提供的指导更多，而进城务工者文化知识局限与农村课外资源匮乏，将导致城乡之间

产生新型课外学习鸿沟[19]。 

4.2. 解决对策 

面对“双减”政策在农村地区实施的现实困境，各主体都必须做出努力，共同推动政策实施。政府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双减”政策的宣传力度，保证制度供给和财政补贴。学校发挥

主阵地作用，发挥好教师和课堂的作用。家长积极参与，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助力家校协同。针

对农村特殊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对策： 

4.2.1. 合理共享教育资源 
作为资源薄弱的一方，可以通过校际联盟、组团办学、集群式学校发展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共

享，向农村输送更丰富的教育资源。通过开设流动的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等，带动农村开展科技、

艺术教育；建立基础教育结对帮扶机制，通过城乡学校同步课堂建设，开辟第二课堂。 

4.2.2. 充分利用科学技术 
微信、钉钉、微课堂等先进的网络移动终端，除了能共享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推动家校协

同。对于无法陪在孩子身边的外出务工家长来说，可以通过这些科技实现对孩子教育的监管，甚至参加

线上的教育活动，比如云端家长会等。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利用这些技术能接触到更多教育资源。 

4.2.3. 开发农村特色资源 
通过融入乡土文化资源拓展课后服务内容，如组织“干农活”活动，并融入农业生产和技术教学知

识；请乡村能人、手艺人、非遗传承人等走进课堂，或与乡镇文化站联合组织参观，提高学生的乡土情

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优惠政策整合资源，争取乡贤企业对学校的公益赞助。 

4.2.4. 给予弱势群体优惠 
对于贫困、残疾、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给予一定的教育优惠，适当减免课后服务费用，同时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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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他们的心理情况，避免造成“贴标签”、“区别化”等问题产生。 

4.2.5. 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 
寒暑假时，通常有大批大学生返乡，对于从农村走出去的学生来说，更有回馈家乡的动力，也更加

了解农村教育的需求。政府可以组织大学生参与到农村教育中来，建立完善的培训、筛选和激励机制，

不仅能够减轻学校教师的教育压力，还能弥补农村父母知识的不足[20]。 

5. 结论与建议 

5.1. 当前研究的不足 

在纳入的 26 篇文献中，有 14 篇文献采用的是规范性研究方法，作者基于自己的主观认识对“双减”

政策在农村地区实施的成果和困境进行分析；有 12 篇文献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是运用了访谈法和问卷

法，其中有 1 篇文献采用了随机对照试验方法进行了智能手机成瘾干预的实证研究，1 篇文献采用了定

性与定量结合的文本分析方法对 237 项中小学“双减”实践成果样本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当

前该领域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总体上实证研究比较少，采用的评估方法比较简单，无法深刻揭示“双

减”政策在农村运作的内在机理。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关于“双减”在农村实施的“课后服务”和“家校协同”的文献较多，这两项

内容受农村制约因素的影响，其开展的难度较大，与城市学校相比差距明显。从研究群体上来看，对于

不同年级学生的影响和满意度差异研究较少，对于具有不同经济文化基础和不同需求的家庭之间的研究

也很缺乏。也有文献从义务教育的均衡问题出发，试图分析“双减”政策对教育公平性的影响，但是研

究视角比较宏观，缺少实证研究和对相关细节的分析，或者是通过对某具体案例进行研究，缺乏对比性

研究。另外，在对义务教育均衡问题进行研究时与“双减”政策的结合度不够，缺乏对课后服务、五项

管理、校外培训治理等“双减”政策的特色内容的分析，使研究趋于传统。 

5.2. 未来研究趋势 

“双减”是国家作出的关于教育改革的重大决策，结合我国基础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对其

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价具有时代意义，目前的评估结果也有待验证。未来可以运用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对“双

减”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尤其是可以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通过自然实验的方法可以

对实施效果有更直观的感受，通过建构主义评估可以对各利益相关群体的评价有更精准的掌握，通过现

实主义评估可以对其中潜在的运行机制进行因果判断。“双减”政策在农村地区的实施背后隐藏着一系

列矛盾，农村教师与农村家长之间的两端拉锯，课后服务与校外培训之间的替代与冲突，“双减”是否

加剧不同家庭之间的教育差距与负担，留守儿童在“双减”背景下何去何从等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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