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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原因的调查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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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小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的原因为主题展开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原因

复杂，受到个人、家庭、社会等三个方面的共同影响，其中，来自家庭方面的外在强制力是最主要的因素。应还孩子一个

健康快乐的童年，遵从孩子意愿，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这是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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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类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发展最为迅猛、涉及最广的就是中小学教育培训机

构。孩子们刚结束５天紧张的学校学习，周六周日又得参加各种培训，有的甚至每天放学就得赶去补习
班，进行“校外深造”［１］。这种愈演愈烈的现象，不禁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参加校外教育培训到底是出自

于学生自身的意愿还是其他方面的因素？

此次以湘潭市西雅培训机构学生为例开展研究，探究中小学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的原因，找出现

象背后存在的问题，分析可能引起问题的因素，从而提出合理建议。本研究只是个案研究，不具有代表

性，不能以点概面反映湘潭市乃至全国各地区校外培训体系全貌，但可以窥其一二。

１　研究过程
１．１　查阅文献，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开始正式的调查之前，笔者查阅了近几年发表的相关文献。总体来说，相关文献较少，关于中小

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原因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使得本研究缺乏可以作为参考的资料，加大了研究

的难度，但也凸显了此次研究的创新价值。

１．２　分析主题，确定研究方法和对象
本次研究的主题是中小学学生参加校外培训原因的调查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湘潭

市西雅教育培训机构的１０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访谈法，辅以观察法，观察被调
查者的行为表现，分析表征背后的心理活动。

１．３　深入实地，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
在确定了研究方法和对象后，进入实地进行访谈调查。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受访者平时的学习水

平、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的原因以及父母对于子女参加课余补习的态度。访谈结束后与授课老师进行适

当交流，进一步了解被调查对象，也从侧面验证访谈时被调查者给予的反馈是否真实。

１．４　整理笔记，归纳分析所得资料
在访谈的过程中，由于时间关系，只记录了被调查者提到的与研究主题紧密联系的几个关键点：平

时的学习情况、参加培训的原因以及父母对于子女参加补习的态度。其中，在谈到原因时，被调查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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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几种来自于不同方面的因素，在研究结果的表述中，笔者以被调查者给出的最主要的原因为依据

进行分类总结。

２　研究结果及分析
２．１　内在驱动力

一是兴趣驱使。在１０名受访者中，有一位补习初中奥数的学生表示，参加校外培训是因为自己很
喜欢数学。在与他交流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这名学生的数学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能得９０分以上，而
且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校外奥数培训，直到现在。笔者也从上补习课的数学老师那儿得知，

这位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对于班上其他同学来说遥遥领先。访谈结束后，笔者听了一节奥数课，发现这位

学生上课表现十分积极，对于老师提出的问题反应迅速，而且乐于表达自己的思路和观点。兴趣是学习

的重要驱动力［２］，带着兴趣学习不仅能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大大提高学习效率，更有益于学生的

身心健康发展。

二是自我提高。在１０名受访者中，有２名学生告诉笔者，他们参加校外培训就是要提高自身学习
成绩。２位学生均表示，他们现在补习的就是自己成绩最差的一科，平时考试都达不到及格水平。笔者
在后续一节课的观察中注意到，奥数班的那名学生上课时神情总是很严肃，在纸上不停地写写画画。英

语班的那名学生虽然目光总是注视着老师，但是很少开口读课文或是单词。这两名学生虽然都是自己

要求参加校外补习的，但是由于他们学习的目的性太强，期望值太高，无形中给自己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沉重的心理负担使他们无法愉悦、投入地进行学习，从而很难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三是从众效应。在１０名受访者中，有一位补习小升初作文的男生表示，自己参加校外培训的原因
是周围的同学都去参加补习了，自己要是不去，就太“ｏｕｔ”了。那位学生还表示，他本来想学的是英语，
可是他身边的小伙伴都去参加作文补习了，他也就报了作文班。这是一种典型的从众心理。中小学生

意志力薄弱，很容易被外界的事物左右，别人做什么，自己也会去跟风模仿。就像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理

应因人而异，弥补不足或是发扬特长，却也是一味从众，认为别人去补习了，自己不去就是跟不上潮流。

２．２　外在强制力
一是家庭压力。在１０名受访者中，有２位学生表示参加校外培训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有２位学生

表示参加补习的少部分原因是应父母的要求，另外６位学生则反映，他们参加培训完全是受了父母的逼
迫，尽管他们极不情愿，还是会被逼着来上课。由此可见，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是中小学生参加校外教

育培训的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因素［３］。第一，父母望子成龙心切。诚然，适当的补习可以提高

学生学习成绩，但不去关注学生的兴趣，也不在乎学生的意愿以“逼”的方式把他们送进课堂，这样的学

习真的会得到预期的成效吗？第二，父母之间的攀比。生活中，“比孩子”是家长见面的一大乐事，却让

孩子们苦不堪言［４］。相比之下，处于下风的家长就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自己的孩子为他们“争口

气”。送补习班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这不仅不能促成他们学业进步，反而会招致孩子对学习的反

感甚至是影响他们与伙伴、同学之间的友好关系。

二是学校压力。在１０名受访者中，有一名学生表示，他最讨厌的就是每次考试之后，学校都要按成
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名，年级要排，班级也要排，成绩靠前的同学自然是得意洋洋，成绩相对差的则是垂头

丧气。这名学生还补充说，他们的老师也很严厉，考得不好就要被抓到办公室去狠狠批评一顿，完了还

要面壁思过，有时候甚至还要被体罚。近年来，无数的专家学者推崇教育要“以人为本”，提出消除成绩

排名和体罚学生，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可是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是否真的被摒弃了？答案是“没有”。

三是社会压力。社会的压力是上述所有情况的根源。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社会挑选

人才的方式———一考定终身，是让整个教育体系扭曲的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应试教育”使得孩

子过早地形成“社会危机感”［５］，时刻提醒着他们，考试通不过就会被淘汰；使得家长过分看重孩子学习

成绩，而忽略了孩子身上其他的闪光之处；使得学校一门心思想尽办法提高学生分数，而忘记了要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建设者。从义务教育开始推广到现在，学者们也作了无数的努

力，试图推翻“一考定终身”的理论，“取消高考”“取消文理分科”“鼓励学生发展特长”“建立‘３＋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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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模式”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时至今日，高考的地位仍未有丝毫的动摇。小学生要为考个好的中学发

奋，初中生要为考个好的高中努力，高中生更要为考个好的大学拼搏，无穷无尽的作业和考试占据他们

原该无忧无虑的童年以及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的青春。

３　建议
３．１　给孩子减压，还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之处，例如诚实、善良、助人为乐。多给孩子以赞美和鼓励，少一些

比较、批评和指责，同时，也要努力营造一种和谐的家庭氛围，多与孩子沟通交流，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

来说，至关重要。教师不应只盯着纸上的分数和排名，把考试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手段，要多给学生一

些关注，看到学生为达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不断发掘学生的潜能，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引导学生积极

向上发展。而社会方面，谈起来比较空洞，因为这不是凭一个或是几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现在不合理

的状态，“一考定终身”已经在历史的长河里扎稳脚跟，想要在短时间内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将其连

根拔起，并不是易事。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只能是通过给予孩子充足的家庭关爱和减轻孩子在校学习学

业任务等方式，缓解竞争社会无形中给孩子施加的压力。

３．２　遵从孩子意愿，加强孩子学习兴趣培养
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健全的人格和思维，不是父母手中的提线木偶，也不是老师可以任意涂

抹的白板［６］。无论是在日常的家庭还是学校生活中，要多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在是否需要参

加校外教育培训等直接与孩子相关的问题上，更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选择，并通过适当的方

式缓解孩子的压力，使他们欣然地、主动地，而不是带着埋怨去学习。家长应从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

陪孩子一起学习，做孩子的朋友和学伴，在理解的同时，也在被理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一次次

被事实证明。在本次研究中，笔者注意到，那些喜欢现在所学学科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得尤

为积极，上课踊跃发言，作业也完成得认真仔细。而那些被逼着来上课的学生总是漫不经心，从而跟不

上老师的进度，当然也达不到补习的预期效果。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４　结语
关于中小学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原因的调查研究，以湘潭市某培训机构的学生为主要调查对象，

以访谈法为主要调查方式，分析中小学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的六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

来自于家庭方面的压力。研究结果为关心此问题的教育研究者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依据，也为家庭、

学校、社会三者与教育培训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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