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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双减”政策的落实成效直接关乎我国教育生态改革进程的深度与推进质量。本研究依托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框

架，综合运用文献溯源与逻辑推演方法，系统解构政策落地过程中存在的多维困境：政策信息披露的公开性短

板、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缺失、政社互动渠道梗阻、政策内涵理解碎片化以及传统应试价值取向的深层掣肘。基于

此，提出通过动态化政策调适增强实践适配性；构建执行主体能力建设长效机制以提升效能；增强目标群体认同

感；同时完善协同治理生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等四方面的建议，从而为政策长效化实施提供机制保障与价值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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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mplementat ion ef fect iveness of  the "Double Reduct ion"  po l icy is  d i rect ly  re lated to 

the depth and qual i ty  of  the reform process of  Ch ina 's  educat ion ecosystem. Based on 

the Smi th  po l icy implementat ion theory f ramework,  th is  s tudy comprehens ive ly employs 

the methods of l i terature t raceabi l i ty and logical  deduct ion to systemat ical ly deconstruct 

the mul t i-dimensional  predicaments ex ist ing in  the process of  pol icy implementat ion:  the 

shor tcomings in  the openness of  po l icy in format ion d isc losure ,  the absence of  a mul t i-

subject  part ic ipat ion mechanism, the obstruct ion of  the in teract ion channel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e fragmentat 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pol icy connotat ions, and 

the deep-seated constraints of the tradit ional value or ientat ion of examinat ion. Based on 

this,  i t  is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pract ical adaptabi l i ty through dynamic pol icy adjustment; 

Establ 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capacity bui ld ing of the implementat ion subjects 

to enhance eff ic iency; Enhance the sense of ident i ty of the target group At the same t ime, 

there are four suggest 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col laborat ive governance ecosystem and 

creat ing a favorable pol icy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ide mechanism guarantees and value 

support for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 ion of pol ic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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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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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 , 学科类补课负担得到

了显著减轻 , 同时 , 中小学校课后服务实现了全面覆盖 [1]。然而 , 在当代教育背景下教育的“短视”与“功利”思想积重难返 , 教育质量

评价体系不完善 , 这些为“双减”政策的执行增添了重重阻碍。因此 , 研究分析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并提出有

针对性、可操作的建议 , 对于落实政策、发挥政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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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双减”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美国学者艾利森认为 , 政策目标能否最终得到实现 , 仅有10%

取决于政策方案的确定 , 而其余90% 则依赖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2]。

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公共政策领域 , 如何确保政策得到正确和高效地

实施是关键所在。

“双减”政策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受各方因素较多 , 所以各

地“双减”落实情况也会有不同 , 本文主要研究县域义务教育阶段

“双减”政策的执行困境。

通过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四因素与“双减”政策执行过程的

影响因素相结合 , 构建县域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

架（图1）, 多角度分析“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困境 , 并提出有效的

落实路径。政策执行机构主要负责政策的落实 , 涉及政府、教育部

门等 [3], 要根据当地教育发展实际 , 针对当前存在的教育问题 , 制定

科学合理的政策 , 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反馈机制及时纠正政策

问题。目标群体是政策的对象 , 既是政策目标的主要贡献者 , 也是

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4]。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与支持程度 , 以及他

们的受教育程度、利益考量与需求等都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环

境因素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外部重要因素 , 政策只有在相应的社会环

境、良好的执行氛围才能够有力执行。因此，本文运用史密斯模

型，剖析县域“双减”政策执行特性，以优化政策落地环境。

二、县域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执行困境

（一）政策执行不彻底

县域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落地实为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治

理体系协同的复杂命题。尽管县级教育部门在考核体系中纳入了

“双减”执行情况的评估维度，但教学质量与升学率的评价标准依

然保持其重要性，学校的管理与老师的教学模式在没有明确的方

案指导的情况下要与“双减”同步转型是相当难的，尤其对于乡

镇学校。就教育局是否把“双减”工作执行情况纳入对学校的考

核和评定中这一问题，对行政人员进行访谈时，校长 S 说：“有

纳入到考核评定中来了，考核的内容主要看学校有没有发放致家

长的一封信，课后服务有没有正常有序的开展，五项管理要求人

人都能熟练于心，检查时还会对学生抽背五项管理的内容。”从

校长 S 的回答中可以知道，这种考核评定非常形式化，因为“双

减”政策是否真正落实到位不是看能不能把政策要点背下来，而

是要看学生的学业负担是否得到减轻。

此类现象揭示了，尽管国家政策意图明确且配套措施详尽，

但在具体执行层面，由于各种利益冲突，缺少明确具体的且科学

有效的方案，“双减”政策精神不能得到全面、深入的贯彻。

（二）师生负担加重

教师是“双减”政策的具体执行人。根据访谈调查，在 E 县

“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教师既要落实“双减”，又要提升学生

成绩。这就要求老师除了开展教学活动，还要具有自觉性和主动

性去根据“双减”政策改善教学方法。这对教师的执教能力提出

了挑战，同时课后服务的开展也更加压缩了教师的休息时间。在

谈及对于“双减”政策的执行，学校是否已建立完善的教师绩效

考评机制时，采访的老师表示：“学校对老师的绩效考评主要是围

绕教学成绩和参加县级以上竞赛所获奖项进行评定。“双减”政策

前后都是按照这样的考评机制来评价老师的，没有什么变化。”

当前许多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依然侧重于教学质量及工作量，

而教学质量的评估核心依然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尽管“双减”政

策旨在减轻学生负担，但多数学校并未显著减少考试次数，且仍

通过内部排名的方式（虽不公开给学生）来监控教学质量。因

此，在双重压力之下——既要响应“双减”政策的号召，又要应

对以考试成绩为导向的考核体系，教师们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产

生一定的偏差，导致“双减”政策的完全落地面临一定困难。

（三）应试教育的教育观念未转变

当前，我国教育体系普遍倾向于以考试成绩作为单一且决定

性的录取与管理标准，分数往往被过度强调。学校的教育大多数

也是聚焦于提升学生成绩，而忽略了育人为本的初衷，在这种大

环境下，不仅学生的身心压力大，还阻碍了其全面发展。因此，

这种单一的评价机制难以真正遴选出具备综合素质的优秀人才。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家长和教师都面临着适应“双减”政策

的挑战。现行的教育评价制度亟须改革，以逐步转变社会对于教

育成功的固有观念，营造更加健康、多元的教育环境。

（四）缺乏长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近年来 , 随着教育市场的急剧膨胀 , 基础教育体系逐渐显露出

难以满足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需求的短板 , 这直接促使了校外培训

机构的蓬勃兴起与资本化趋势 , 对传统的以基础教育为核心的学校

体系构成了显著冲击。尽管包括《意见》在内的多项“减负”政

策旨在从根本上缓解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 , 然而 , 家长对于课外辅

导仍旧趋之若鹜 , 课外培训开始由公开转为地下的“隐秘会员制”,

分散的行业格局使得治理难度和成本更高 [5]。由于监管体系的尚不

健全 , 实践中出现了“减负不成反增负”的悖论现象。

三、“双减”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

（一）理想化政策层面：因地制宜，动态调试政策

地方政府在推行“双减”政策时，必须正视地区教育生态的

显著差异，摒弃“唯指标论”的短视做法。为此，应构建“双

减”政策参与深度与治理成效紧密挂钩的考核体系，将城乡减负

均衡度、家校协同效能等关键要素纳入政绩评估范畴。教育主管

部门应着手改革对学校的评估与考核机制，确保考核评价体系紧

密围绕“双减”政策的核心要义构建，摒弃过往单一依赖教学成

绩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做法。在“双减”政策指引下，我们应探

> 图1 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架



文化与生活 | CULTURE AND LIFE

126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索并实践评价机制改革，例如，在小学阶段，对学科成绩的考察

降低标准，只要学科成绩合格即可。学校的教学压力减轻，师生

的负担自然也就轻了，课外补习需求减少，培训机构的市场也就

自然大大缩减。学校和家庭就能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育人，让

学生全面化和多元化发展。同时，淡化应试教育的导向，强化对

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查，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从而满足

学生及其家长对于公平、合理选拔体系的期望与利益诉求，以促

进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与教育生态的持续优化。

（二）执行机构层面：提高执行机构执行成效

为确保“双减”政策能够长期有效执行，当地应设立跨部门

协调委员会，整合教育、市场监管、民政、公安等多部门资源。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各部门之间往往存在职责不清、信息不畅等

问题，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跨部门协调委员会的设立能够明确

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促进信息共享与协作。例如，教育部门负责

制定教育教学规范和课后服务标准，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校外培

训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民政部门负责对民办非企业性质的

培训机构进行登记管理，公安部门负责维护教育领域的安全稳

定。各部门通过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保障政策落

实。定期检查能够形成长效机制，确保政策执行的连续性；随机

抽查则能够增强监管的威慑力，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

提升机构信息透明度也是提高执行成效的重要举措。通过建

立校外培训机构信息公开制度，要求培训机构在官方网站、办学

场所等显著位置公示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教师资质、收费标

准等信息，方便家长和社会公众查询和监督。同时，加强政策宣

传，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社区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

“双减”政策的内容和意义，提高家长和学生对政策的知晓率和理

解度，共同营造健康有序的教育培训环境。

（三）目标群体层面 : 增强目标群体认同感

在当今社会，推进“双减”政策，更需全面转变家庭教育观

念，加强法律宣传，普及《家庭教育促进法》，摒弃功利化教育。

政府应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

媒体平台，展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例如，报道

一些学校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方面的

成功案例，以及学生在“双减”政策下综合素质得到提升的具体

事例，增强家长对政策的认同感。

学校方面，应回归教育本质，立德树人，注重学生身心健康

与人格健全，严守法规落实“双减”，提升育人水平，有效整合

并提升校内外教育资源 , 以实现教育教学的全面优化与创新 , 从而

为学校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奠定坚实基础。[6] 例如，增加体育课

程的课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开

设艺术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组织学生参加

劳动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提升育

人水平，有效整合并提升校内外教育资源。学校可以与社区、企

业等合作，建立校外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

会。以实现教育教学的全面优化与创新，从而为学校教育质量的

持续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学校应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和合作，共同关注学生

的成长和发展。学校可以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形式，了解学生在

家庭中的表现和需求，为家长提供教育指导和支持。例如，在家

长会上，邀请教育专家为家长讲解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技巧；在家

访过程中，与家长共同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制定个性化的教育

方案。促进家校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育，形成教育合力。

对于培训机构，教育局和政府部门除了严厉打击违规补习行

为，还应积极推动教培机构转型。一方面，为教培机构提供转型

指导和培训，帮助其了解非学科类培训的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

引导其向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转型。另一方面，保障失业

者权益，制定再就业策略。例如，组织教培机构从业人员参加职

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搭建就业信息平台，为失业人

员提供就业信息和岗位推荐。同时，政府应表彰合规机构，以政

策激励与资金支持树立典范，引领校外培训规范化发展，共塑教

育新风貌。

（四）政策环境层面 : 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

有学者指出：“周而复始的基础教育‘减负令’效果差强人

意 , 症结在于千年考试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社会阶层固化和

社会流动通道窄化。”[7] 针对当前存在的中小学生压力过大、补

习课程过多、家长过度焦虑等短视化、功利化问题 , 为了贯彻落实

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 构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生

态 [8], 就需要转变社会教育观念，摆脱应试教育束缚，树立全面发

展理念，以改善执行环境，构建公平健康的教育生态，促进教育

公平与质量双提升。同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至关重要，在督导

行政部门和学校时 , 不应仅仅以其对中央政策的忠诚度和一致性作

为唯一衡量尺度 , 而应同时重视并考察其地方化实施措施的独特性

与有效性 , 以确保具体政策能够因地制宜、精准落地 , 真正发挥其

预期作用与效益。[9] 此外，为确保学生减负政策能够切实有效地

落地生根 , 必须将中央层面的“自上而下”指导方针与地方层面的

“自下而上”实际情况紧密结合 , 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良好

格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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