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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作为一种教育现象由来
已久．国外学者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描述和分析日本高
中生为进入满意的大学而进行的补习现象[1]．日本补习业以
“塾”（日文为“juku”）见称，这类机构与主流学校并行，作为
在校教育的补充，为各年龄阶层学生提供服务[2]．21 世纪伊
始，被称为“影子教育系统”的课外补习在全球各地显著扩
张．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该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
究，如《影子教育的挑战：欧盟家教及其对政策制定者的影
响》报告[3]等． 

近年来，“影子教育”的概念被引进国内学界，用来分析
在中国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并且广泛存在的课外补习现象，
主要包括：学生参加由校外教育机构或个人举办的补习班学
习，家长聘请家庭教师等教育活动．一大批理论与实证研究
成果陆续发表． 

2018 年 7 月 24 日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
显示，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参加数学校外辅导班的比例分别
为 43.8%、23.4%．数学教育研究不能忽视对这种广泛存在
的教育现象的研究和阐释． 

1  影子教育研究概述 

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数学影子教
育现象进行了讨论．除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数据结果外，
有研究[4]在部分地区调查了影子教育的参与率，结果显示，
2004 年中国城镇在校生，有 55.5%的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
并且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呈现出递减的态势，从小学、初中
到高中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学生补习的支出占家庭教育总支
出的 1/3 左右．2010 年，一项针对 6 474 名济南学生的调查
发现，28.8%的初中生接受数学课外补习，仅略低于英语课
外补习的比例（29.3%）[5]． 

已有对影子教育的研究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如，有研究

探讨了影子教育现象在中国的文化根源[6-8]，如历史悠久的
儒家思想对影子教育的态度与决策的影响等．有研究[1，8-10]

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影子教育的社会功能，如影子教育
崛起对于文化资本理论的冲击；影子教育所引发的对于教育
公平问题的讨论（课外补习活动是否影响了教育公平）；辅
导机构学校化与学校辅导机构化的社会学现象分析，以及对
于教师专业性的冲击问题等．有研究[11]讨论了影子教育的效
能问题，如基于北京四、八年级学生样本的研究表明，八年
级学生的数学素养测试得分与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之间
呈现显著相关，但四年级学生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和数学
素养得分之间没有显著相关．而基于 PISA2012 上海的数据
分析[12]表明，数学补习时间对数学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
但是语文补习时间对数学成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研究[5]

运用统计学模型分析了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如家
长的受教育程度、班级同学的影响、学校的行政风格等．也
有研究[13]关注补习班的规模对教学质量的影响．还有研究[14]

从比较教育的角度，讨论了国外有关研究对中国影子教育研
究与实践的启示，如不同国家采取的政策的差异，有关政策
制定的“主观臆断”与“一刀切”现象等问题．更有研究[15]围绕
影子教育中教师师德问题进行讨论，如在职教师是否可以从
事有偿家教等． 

综上，已有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对影子教育现象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但正如学者杨启亮对于“‘家教现象’被教学论研究
边缘化的论述”[16]，影子教育同样是一个现有数学教育研究
中较少涉及的，但又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域． 

2  影子教育研究的意义 

2.1  现实意义 

《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四年级、八年级
学生参加数学校外辅导班的比例分别为 43.8%、23.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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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部分地区的调查研究表明，超过 70%的北京市四年级和八
年级的学生参加了数学课外补习，是各学科中比例最大的学
科之一（几乎与英语学科相当）．有一定比例的学生每周参
加数学课外补习的次数不低于 2 次（四年级 22.9%，八年级
15.1%）[11]；在武汉，四到九年级的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
的比例为 39.6%[17]．由此可见，数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学
科，无论从课外补习的参与比例，还是课外补习的强度等方
面，都十分引人关注[18]．如此大的投入，究竟是理性有教
育价值的，还是浪费时间与金钱的过度“治疗”？这是值得深
入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奥数培训也属于影子教育的范畴，
一项兰州的调查研究表明，参加校外办学机构开设的奥数辅
导班是学生学习奥数的主要渠道[19]，针对上海样本的调查
结果显示，奥数内容占据了小学数学课外补习内容的较大比
例，进入更好的初中和提高课内成绩是选择奥数课外补习的
两个最主要原因[20]．一项基于北京、重庆、兰州的调研发
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奥数补习，全体学生的参与率高达
63%[21]．奥数辅导俨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产业”，已经出
现了以课外辅导机构组织并命名的，且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
力的奥数比赛．对于这种教育现象是欣喜还是担忧？无疑是
需要系统研究的． 

数学教育研究应以数学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数学教育
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系统研究数学影子教育这种教育现
象．现有相关研究相对有限[22]，尤其是深入探讨影子教育
对于数学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 

2.2  助推功能 

在国际数学学业评价中，中国学生所取得的优异成绩，
已经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也有大量讨论中国学生数学学业
成绩成因和介绍中国数学教育研究特色的成果发表．学界也
有“中国学习者悖论”之说[23]．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主
要从学校教育，特别是课堂教学的特征，以及传统文化对于
数学课堂教学的影响的角度，讨论中国学生能够取得高学业
成就的原因．而鲜有系统讨论影子教育对于中国学生数学学
业成就的影响．从中国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规模上来
看，也没有理由忽视这种影响的存在． 

2.3  学科功用 

作为影子教育的下位概念，数学影子教育具有其特殊
性，一般性的影子教育理论和实践不能准确刻画数学教育中
影子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数学教育视角中的影子教育研究与
实践必须强调其“数学性”． 

通常认为，影子教育相对于主流教育体系发挥着补充性
功能，这种功能分类两类：一是额外增量（强化班），二是
差异化努力（兴趣班）[12]．然而，这种将数学课外补习简
单归类到课后强化学校内容的分类方法显然不够全面．从经
验上看，现有的数学课外补习现象，至少可以分为超前学习
（在学校讲授前，先行学习一遍）、拖后学习（在学校讲授
后，进行二次学习，答疑等）、拓展学习（学习课外内容，
如奥数，趣味数学，数学建模等）等．而每类数学补习活动
具有不同的功能、意义、教学规律、原则、效果，因此不能
一概而论． 

特别地，这些补习活动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这种作
用是如何发挥的，补习中的教学活动与学校常规课堂教学活
动有什么不同，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与策略有何差异，应当如
何培训补习机构的师资（现有的大学生、在职教师、专职教
师“三位一体”的方式是否合理），应当如何向家长和学生提
供有关补习教育决策方面的咨询建议等问题，都需要系统的
数学教育研究介入． 

从数学学科的特点出发，通过补习提高学生学业成就，
解决学校教育无法充分关注学生个性的问题，需要在教学方
法、教学理念上进行改革．如需要尽快地诊断学生学习上存
在哪些不足，不能简单复制学校课堂教学，更不能通过提前
授课而“替代”学校课堂教学，也不能单纯地关注学习的认知
因素，而应更多关注学习的非认知因素等方面，如帮助学业
有困难的学生建立自信，提高学习兴趣等． 

3  影子教育研究的未来方向 

综合已有研究尚未回答的问题，提出如下研究方向，形
成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整个研究设想涉及基础研究部分
和应用研究部分，基础研究部分包括效能研究、教学研究等，
应用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学校咨询研究等． 

 

  

 

 

图 1  数学影子教育未来研究框架 

3.1  效能研究 

数学课外补习活动是否达到了提高学生数学学业成就
的目的，是数学影子教育效能研究的根本性问题．迄今为止，
关于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研究，相关实
证结果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24]． 

研究表明，中等水平学校的学生参加数学补习的时间上
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学校的学生，他们对待补习的态度也最积
极．低水平学校的学生不参加数学补习的比例最高[25–39]．但
这个数据并不能说明，优异成绩的获取是课外补习的结
果．或许他们已经获得了成绩优势，但仍然希望通过参加补
习而保持这种优势．即因为补习而成绩好，还是因为要保持
好成绩而持续参加补习是不得而知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
的问题，课外补习的影响效果是否会持续一段时间，是否经
过一段时间的课外补习以后，学生就可以脱离对课外补习的
依赖而自主学习，还是课外补习必须持续不间断地进行？同
时，现有的量化研究也未能回答不同类型的数学课外补习活
动的功能差异，如校外超前学习是能够帮助学生提前预习课
内知识，从而促进了学生的课内学习，还是因为教学时间，
教学方式方法等原因，使学生对于课内知识一知半解，学成
了“夹生饭”，甚至消减了学生课内学习的兴趣，以致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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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学习？学生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取得的成就是主要
来自于学生的自学，还是必须参加奥数的课外补习？ 

3.2  教学研究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其教育教学方法不能简单地移
植一般性的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对于数学补习教学也不应
简单套用一般性的教学方法，而应当针对与数学学科和数学
学习的特征，提炼总结相应的教学方法．相关问题包括：课
外补习在教学活动，课程内容选择\教学方式等方面，是否
完全等同于学校常规课堂教学? 

例如，补习班的授课，如果不是超前授课，是否等同于
学校常规教学中的习题课或复习课？是简单的内容重复（重
复讲授概念，公式，定理，典型例题等），还是应当设计强
化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趣，辅导数学学习方法的“长效”课程
内容？如果是超前授课，是否等同于学校常规教学中的新授
课，还是“压缩版”的、“快餐式”的新授课？是带领学生先快
速预习一遍课内教学内容的基本知识点，还是系统讲授教学
内容的知识生成、探究过程？ 

补习班所采用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组织形式
是否与学校常规数学课堂相同（如“五阶段”教学），还是应
当有其独特的教学方式，如某些特别有助于学生养成学习习
惯，培养学习方法的教学方式． 

奥林匹克数学的辅导，是否有将奥数学习技能化的倾
向？奥数的学习是否应当指向兴趣班的定位，进而强调学生
自主探究的教学方式，而非系统的应试训练，避免使用教师
讲授，学生反复机械训练的教学方式？ 

此外，更为特殊的一对一辅导教学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是否等同于日常学校的教师答疑活动，还是系统地针对具体
学生的诊断、补偿性的学习辅导？这种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教
学语言、师生交流等，与正式学校课堂教学中的有何异同？ 

特别地，对于保证课外补习活动质量的问题，是否应当
有一套完善的指标体系进行监测，是否只需要简单地“移植”
学校常规课堂教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是应当“另辟蹊径”？
例如在学校常规课堂教学中，其教学评价更应当常常关注学
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情况，而课外补习活动，其教学评价应更
关注学习兴趣和学习方法的维度． 

2018 年 2 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
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
通知》，在监测、评估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质量的过程中，
有关教学质量的评估是学界特别需要关注的待研究课题． 

3.3  学校咨询研究 

从教育实践的视角，数学教育研究应为教师的日常教学
活动提供证据支持，也为家长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参考． 

许多一线教师常常被家长咨询是否需要给孩子报补习
班或请家教的话题．其中既有成绩优异学生的家长，又有成
绩欠佳学生的家长，还有学业成就处于中等水平学生的家
长．可以说，多数家长都关注过这个问题，也常常是家长会
的“保留话题”之一．这些家长中，有的不满于孩子现有的成
绩，希望通过补习来提高孩子的成绩（特别是学业成绩不佳
的学生家长），有的希望孩子参加竞赛补习来获得未来升学
的优势，有的希望通过补习来维持孩子的现有成绩，做到不
掉队（家长陷入担心孩子落后的囚徒困境[12]），更有许多
家长因看到周围的孩子都补习了，而“从众”选择补习． 

之前有关数学课外补习效能的相关研究也表明，课外补
习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好坏参半，课外补习与学生成绩提高之
间并无显著的相关性．然而，无论研究是否支持，大多数家
长依然相信课外补习必然有效，或者课外补习是其所知的仅
有的提高学习成绩的方法．当课外补习在提高学习成绩上的
结果不甚理想时，解决的方案也是或者跟着现有的补习老师
更加努力地学习（如增课时），或换一位补习老师． 

诚然，不能要求家长具有系统的教育教学知识来帮助孩
子提高成绩，也不能要求家长自然而然地在孩子是否参加课
外补习活动的问题上做出科学、理性的决策．家长所能选择
的也许只能是相信，补习可以提高成绩，为孩子补习的经济
投入都是应该的、值得的，甚至不排除有的家长存在推卸教
育责任，对孩子教育抱有“一补了之”的心理，希望补习解决
一切问题． 

基于上述现状和认识，数学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开展与之
相关的学校咨询研究，通过较为系统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包
括对于学生补习需求的分类与甄别，针对家长的策略指导
等，为家长做出理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一线教师的教育
教学工作提供可靠支持．这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十分基本
且迫切的需求． 

4  结语 

在数学教育的视野中，影子教育是一个需要系统研究，
但尚未获得足够重视的研究主题．无论从探讨中国数学教育
基本特征的理论研究诉求，还是日常教学活动中，指导教师
和家长做出理性决策的教育实践诉求，都迫切需要系统的研
究成果．这无疑需要数学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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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ow Education Research With Mathematics Education: Its Value and Future 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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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shadow education researches, a topic which had abund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had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ye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research issue, several topics should 
be deeply discussed, such a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earch, teaching and school consultation research,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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