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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校外补习现状研究与思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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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参加校外补习的中小学生越来越多，这种校外补习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对娄底市和湘潭市

中小学生及其家长、教师等相关人员的调查，分析中小学生接受有偿校外补习的规模、内容、强度、原因、形式、支出、效果

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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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目的
２０１０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明确提出要“规范各种社会补习机

构和教辅市场”，然而，事实上校外补习愈演愈烈。为准确了解当前中小学生参加文化类课程辅导和体

育艺术类课程培训的情况，本课题组围绕中小学生校外补习情况在娄底市和湘潭市开展调研，旨在为校

外补习规范化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自编《中小学生校外补习状况调查问卷》（学生卷、家长卷），调查

和访谈对象为娄底市和湘潭市中小学生、教师、家长、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培训机构人员。在娄底各县

市区（包括涟源、冷水江、新化、双峰、娄星、市直）和湘潭市岳塘区分别选取城区学校（小学、初中、高

中）、农村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所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涉及４２所学校的学生、教师、家长及部
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培训机构人员。共发放学生问卷３８７８份，家长问卷１７２９份。其中有效学
生问卷 ３７７３份，有效家长问卷１６２０份。
２．２　研究内容

通过调研，了解娄底市和湘潭市中小学生校外补习的规模、强度、原因、成效以及家长的意愿、支出、

对补习机构的看法等，并对中小学生校外补习进行探索和思考。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中小学生校外补习现象普遍

校外补习是指中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私自参加的针对其学术性课程和体育艺术类课

程进行的辅导与培训［１］。其主要形式有：各类社会培训班和家教服务。不仅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等学

术性课程的辅导，也涉及音、体、美等艺术类课程的特长培训。从调查统计数据来看，呈现以下特点：一

是中小学生校外补习现象非常普遍。城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 “参加或参加过校外补习”分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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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９％、８８．２％、７３．６％；农村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参加或参加过校外补习”分别占３１．９％、４８．７％、
６８６％。二是学生校外补习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生，尤其是城区中小学生。城区小学、初中生“正在
参加校外补习”分别占５５．１％、５９．１％；农村小学、初中生“正在参加校外补习”分别占１１．６％、８．８％。
三是农村中小学生校外补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３．２　中小学生校外补习课程集中
中小学生校外补习课程主要集中在文化课补习、艺术素养培训以及运动训练、智力训练和科普活动

等。小学阶段参加校外补习的学生中，文化课补习占７７．９％，主要是语文（作文）、数学（奥数）、英语，
三科补习比例相差不大；艺术素养培训（包括声乐、舞蹈、表演、播音主持、绘画书法等）占１７．４％；运动
训练（包括体育、武术等）、智力训练（包括棋、牌等）和科普活动（包括科普知识、发明制作等）合起来占

４．７８％。
初中和高中文化课补习分别占９５．４％和９５．８％，补习的科目涉及所有中学文化类课程，补习人数

多的科目依次是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语文，补习历史、生物、地理的相对较少；高中除文化课补习之

外，４．１７％的学生参加艺术素养培训或运动训练，这部分学生主要是为报考艺术体育类考试做准备。
３．３　中小学生校外补习强度差异

我们以学生参加培训的科目数和培训时间来衡量校外补习的强度（见图１）

图１　中小学生参加校外补习科目数

在所有参加补习的学生中，参加１门与２门科目补习的学生比重最高，初中学生参加补习的科目最
多，参加了３科及３科以上培训的小学占３３．６７％、初中占５０．８％、高中占３５．０７％，补习时间大多选择
在双休日（５１．５４％）或寒暑假（２１．１６％），也有一部分选择在中午和下午放学后（１３．８％）或晚上
（１３５６％）。每周上培训班的时间在２小时以内的占３０．０８％、２～４小时的占３３．１％、４～８小时的占
２２１３％、８小时以上的占１４．６９％，通过加权平均并保守估计，学生每周校外补习时间约为５～６小时，
可见学生在课余参加补习的强度是比较大的，平均每周要比其他学生多上半天以上的补习班，如果再加

上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所增加的作业量，补习强度则更重。

３．４　中小学生校外补习原因
一是源于不同的补习动机。研究结果显示，１６５９名正在参加校外补习的学生中，５７％的学生表示

是自己对补习感兴趣、２９．９％的学生表示源于父母要求、７．４％的学生表示源于老师建议、５．７３％的学生
表示源于同伴影响。二是源于不同的补习目的。４１．６％的学生表示希望使自己成绩更好，以后考名校；
２４．９％ 的学生是想补习落后的科目；２０．４％的学生表示想学一门特长；３．７％的学生是因为看见别人
学，自己不学怕落后；９．３８％ 的学生觉得多学点总没有坏处。三是源于教育资源不平衡。择校热不减
也是学生参加补习的重要原因。为了适应重点初中、高中学校入学考试要求，学生不得不上那些有针对

性的校外补习班。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并不乐意参加补习的，是应家长的要求或老师的建议，

有部分家长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也把孩子送到补习班，也还有少部分学生有补习从众心理，并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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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补习目的。四是源于补习形式。在所有参加校外补习的学生中，有６４．２％的学生是参加培训机构
的班级授课、１４．１％的学生在培训机构一对一辅导、１４．１％的学生参加自己的任课老师在课外提供的补
习，只有７．７％ 的学生聘请家教。调查结果显示，上补习班的比例明显高于请家教的比例。这主要与补
习班价格相对于请家庭教师来费用要低、补习班的信息更容易获得以及补习班的小班制对学生有一定

吸引力有关。

３．５　中小学生校外补习经费
随着学校收费越来越规范，并且已经免除学杂费，因此，校外补习的经费支出在家庭教育支出中乃

至家庭消费支出中占据重要位置。５７．８％的家长反映孩子一个学期的补习费用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之间。
统计显示，城市家庭每学期用于孩子校外补习的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１７．７％；农村家庭每学期用于孩
子校外补习的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的２１％。部分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明显感到补习经费支出的压力。
同时，在支付孩子校外补习费用问题上，城区 ７２．８％的家长认为值得，对孩子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２２８％的家长觉得无所谓值不值得，４．４％的家长觉得不值得；在农村，８８．８９％的农村家长认为值得，对
孩子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３．６　中小学生校外补习满意度
第一，对于中小学生参加补习班的感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６６．９％的学生愿意补习，认为上补习班

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也有７．６％的学生认为那是很无聊的事情，还有 １２．２％的学生感觉压力大，
１３２％的学生觉得无所谓。第二，参加补习的学生对教师的看法，３０．７％的学生认为补习班的老师很
好，６２％的学生觉得和学校老师差不多，７．７％的学生认为补习班的老师还不如学校老师。第三，对“孩
子的补习是否使其校内的学习成绩产生进步”的看法，２０．６％的家长认为有进步明显，６９．５％的家长认
为有进步，９．９６％的家长觉得没有进步。３９．４％的家长对补习或培训的效果感到满意，５５．９％的家长觉
得补习效果一般，４．７％的家长对补习效果不满意。第四，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看法，３８．８％的家长认为
良莠不齐，应该规范管理，２３．９％的家长认为很好，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１８．２％的家长认为可以顺其
自然，１３．３５％的家长认为文化课补习可以取消，艺术类培训可以发展，也有５．７％的家长觉得弊大于
利，应该取消。

４　思考与建议
我们认为，中小学校外补习具有两面性，在为某些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了多样的教育选择机会的同

时，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同时，就目前而言，中小学校外补习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如管理体系不完善、

相关管理法规不健全、缺乏相应的行业规范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管理制度上不断完善。其一，教育

行政部门要规范校外补习管理。既然短时间内无法完全取缔校外补习，针对目前中小学生校外补习状

况，教育行政部门要尽快出台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对中小学校外补习进行科学指导和具体规范。各地

教育管理机构应健全各种针对校外补习的制度规定，明确补习的范围、内容、收费，完善信息统计与公

开，并经常进行综合管理与监督，给予校外补习一定的规范与管理。其二，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２］。

中小学教育补习是因缺而补，我们需要反思现有的学校教育的不足，通过切实的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改

革招生考试制度和学校考评制度，有效均衡社会优质教育资源，正确引导中小学教育校外补习良性发

展。其三，有效开展校内外素质教育活动。应加大教育投入，在校开展舞蹈、钢琴、绘画等艺术特长课程

供有兴趣的学生选修，还要大力建设学生的素质教育活动场所，培育专业的校外素质教育活动中心，引

导教育补习机构向素质教育培训转型，鼓励在职教师利用假期到素质教育活动中心、科技活动中心等场

所兼职指导学生。同时，有效均衡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减少因教育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分层现象，最终实

现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的相互促进，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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