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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业竞争内卷化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利益动因，其发展经历起源、扩

张与固化 3 个阶段，并通过吸纳时间、抵触政策、削弱学校体育力量、强化错误观念等路径干扰

学校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形成难以破解的困局。困局的纾解既要立足我国宏观经济社会大背

景，又要着眼教育和体育小环境。“双循环”和我国人口规模新形势决定学业竞争内卷化问题的解

决前途是光明的。发展职业教育、协调宏观与微观利益，结合扎实推进“双减”政策实施、完善

体育课后服务、在学业竞争的关键节点为体育赋权赋能等措施，有助于高质量破解学业竞争内卷

化带来的学校体育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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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academic competition involution has its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interest motivation,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rigin, expansion and solidification, and interferes with the 

normal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hrough absorbing time, resisting policy, weakening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ow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wrong ideas, finally forming an intractable dilemma. The 

relief of the dilemma should not only be based on China's macro-econo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but also focus on 

the small condition from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Double circulation" and the new situa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determine that the future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cademic competition involution will be brigh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ordination of macro and micro interests, combined with the solid 

promotion of implementation on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improvement of after-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s, and the empower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t the key nodes of academic competition, all mentioned 

above will help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aused by the academic competition in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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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试教育依然客观存在的今天，“输不起的家长

把运动时间让位于学习”的现状似乎愈演愈烈[1]。目前，

几乎所有学校体育研究都会提及学业压力对青少年体

育参与造成的影响，但鲜有研究能够透彻回答应试教

育到底通过何种途径干扰学校体育以及为何诸多学校

体育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这两个问题。以内卷化视角审

视或许能获得更多线索，为学校体育在局部应试教育

环境下的良性发展提供可行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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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业竞争内卷化发展模式概述 
1.1  学业竞争内卷化概述 

“内卷化”(或称“内卷”)一词的英文为 involution，

它源于拉丁语 involutum，原意是“转或卷起来”。它

滥觞于康德、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由格

尔茨(Clifford Geertz)成型，经黄宗智加以改造后引发争

论[2]。计亚萍[3]通过对内卷化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将

内卷化定义为由于外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

持不足和缺失，或者外部力量的过于强大导致对组织

内部的割据与渗透，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固的内部发展

模式和严格的约束机制，致使经济、社会、文化、制

度和行为模式等在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之中出现一种

“路径依赖”和自我的“锁定”，从而导致“一种内卷

型的增长或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定义精准地把握

了内卷化的核心特点，对可能引发的后果又保留了足

够开放性，是对内卷化概念较为准确的把握，因此本

研究沿用这一概念界定。 

学业竞争与正常学习不同，学业竞争强调与他人

的竞争过程及背后的目的性，而正常的学习强调主体

知识与技能的习得过程。应试教育实质上就是典型的

学业竞争，只不过以教育的外表存在着，本研究主要

讨论的是学业竞争的内卷化问题。在学业竞争问题上

是先有内卷化后有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收益递减是内

卷化带来一大弊病，反之不成立。此外，当前社交媒

体流行的内卷化一词多用以指代“过度竞争”，这实际

上也不是内卷化的核心含义，而是同属潜在后果之一。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学业竞争内卷化定义为学生依赖

不断增加资源(主要是时间与金钱资源)投入的方式以

期获取学业竞争相对优势的发展模式。 

1.2  学业竞争内卷化的发展模式产生的外部基础与

内部机理 

近几年，应试教育现象不仅没有被扼制，反而愈

演愈烈。高校扩招使得更多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同

时重点高校的供给弹性却非常小，造成围绕进入重点

高校机会的竞争反而更加激烈。当高等教育还是精英

教育模式时，“上大学”是人们的首要目标，当高等教

育进入普及阶段时，由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不均衡，此

时，学业竞争的核心不在于受教育机会而在教育质量，

“上好大学”的强烈意愿反而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教

育焦虑[4]。在教育仍是社会阶层流动重要途径的当今社

会，教育焦虑短期内仍缺乏有效的疏解方式，与此紧

密联系的激烈学业竞争也就难以平息。 

学业竞争内卷化发展模式的普及虽受外部因素影

响较多，但也离不开其独特的内部特征。内卷化的发

展模式具备普适性，即每个学生都可以模仿，每所学

校都可以复制，并且与其他应试教育思维方法并无冲

突，这使得它能够作为一种底层策略广泛而稳定存在。

内卷化模式下，个体学生为了获取学业竞争相对优势，

必然会增加时间等资源投入，而这样的个体聚合的结

果就是整体内卷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内卷化的生成与

发展与微观个体的利益产生绑定，因而也就具备了极

强生命力。学校体育作为内卷化基底之上的事物难以

冲破内卷化，也难以绕过内卷化，只能在这样的环境

之中艰难发展。与此同时，内卷化具备的路径依赖和

自我锁定特点会使其难以自我消解，只会越陷越深，

必须有强大的外力推动或机制革新才有机会改变。 

 

2  学业竞争内卷化对学校体育干扰的路径 
2.1  攫取时间要素，助推体、教二元对立 

无论学校体育如何改革， 终都要落实到学生切

实的体育行为当中去，这些体育行为的 基本需求是

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体育行为。学业竞争内卷化发

展模式下，文化课学习与体育的 大冲突就是时间冲

突。当学生的时间被越来越多投入文化课学习中时，

必然会减少体育课业的时间投入。学业竞争的内卷化

攫取时间这一 重要的资源，它推动了一种对立，即

任何学习之外的非必需行为若想实践，都会与文化课

产生时间冲突。学业竞争内卷化对体育造成的各种损

害，都是由这一基本形式叠加学业竞争内卷化的其他

特点而 终延伸出来，因此攫取时间是学业竞争内卷

化对体育产生影响的 基本途径。 

2.2  学校体育力量萎缩，学校体育活动功利化 

应试教育使得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得不到应有的重

视，不少学校把学校体育工作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

置上[5]，长此以往学校体育力量随之萎缩，师资与场地

设施配备不足，体育课也难以正常开展。这种萎缩状

态既源于自身努力难以改变现状的“自暴自弃”，也源

于长期脱离实践工作导致的技能生疏。长期缺乏成就

感的重复工作消磨了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也使其技能

逐渐退化， 终导致整个学校体育系统陷入沉睡与萎

缩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使得学校体育难以正常开展，

影响“当下”，另一方面也使其无力承担好学校体育改

革的各项任务，影响“未来”。 

在内卷化发展模式之下，学生并非完全没有体育

行为，而是出现了体育行为功利化的现象。许多学校

随意占用体育课，却设有严格的跑操制度。这种以跑

操为主要形式的体育活动常伴随着严密的队列要求，

但负荷量和负荷强度缺乏考量，缺少准备与整理活动，

对学生而言实在不能算是一种良好的体育活动。这种

行为将体育活动与学生体质直接挂钩，忽视了体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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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育人意义，实则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学业竞

争。这种带有强烈功利性的体育课“替代品”将会进

一步压抑青少年学生的体育需求，阻碍学校体育的正

常化和良性发展。 

2.3  抵触学校体育政策 

1)执行阶段是健康促进政策的薄弱点。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青少年体育政策发展来看，我

国青少年体育发展不缺政策，但缺少执行力，健康促进

政策执行不畅是制约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6]。在

应试教育影响下作为青少年主要活动场所的学校，由

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压力，重文轻体现象普遍存在，

学生课业负担繁重，参与体育锻炼时间严重不足。有

的学校甚至把体育课边缘化，体育课用来上语文或者

数学，把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考评教师的主要因素。政

策执行主体的这种导向性，有意无意地背离国家实行

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初衷，导致青少年体育政策在执行

过程中的被动和低效，出现空有好政策却看不到效果

的尴尬局面。而政策执行薄弱的原因，一方面是前文

提到的学校体育力量萎缩，另一方面则是学校体育参

与主体对政策的抵触。 

2)保障学生学习时间为抵触政策赋予动机。 

学校体育相关政策效力偏弱，学校层面执行不力

难辞其咎。学校缺少认真贯彻落实政策的动机，甚至

还有着抵触政策的动机。学业竞争内卷化发展模式的

核心就是依赖投入时间提高学生学业竞争的能力。无

论学校体育政策如何， 终都会对学生的时间要素提

出要求，这在内卷化模式之中无疑会削弱学生的竞争

力，而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成为了学校抵触政策的

动机。学业竞争属性使得参与其中的主体不得不关注

竞争对手的动态。同样的政策如果部分学校认真贯彻

而其他学校没有，那么贯彻政策的学校学生学习时间

将会受损，在不确定竞争对手是否认真贯彻的时候，

猜疑就形成。这种信息不透明将会导致各个学校按照

坏的设想做出自己的决策，也会使用各种手段抵触

政策以保障学生的学习时间， 终形成对政策普遍的

抵触与敷衍倾向。 

3)内卷化强化家校生利益共同体，使得抵触政策

有物质基础。 

当采用内卷化发展模式的学生足够多时，“获取优

势”的动机就会转化为“避免劣势”，而避免损失类的

动机往往有更强效力，再次推动更为广泛、更为彻底

的学业竞争内卷化， 终形成学业竞争的壁垒。所谓

壁垒，指的是任何不接受内卷化发展模式的学生都难

以在学业竞争中取得优势，内卷化由一种策略选择演

变为了准入门槛，极大拓宽了其影响的广度。这样群

体性的内卷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不接受这种模式的

个体学生的竞争力，这样的后果是微观个体难以承担

的。学校和学生、家长也有许多共同利益，升学率、

一本率等指标影响学校的社会地位。在大规模的学业

竞争内卷化环境下，学生、家长和学校甚至包括基层

教育主管部门自发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一利益共同

体内部几乎没有利益冲突，因而结合得十分稳固，并

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保护的关系。这一共同体是学业

竞争的客观推动者，因而在内卷化背景下，他们也会

成为内卷化的拥护者，并抵触一切可能使学生降低学

业竞争能力的政策。基于这种考量，外部政策实难动

摇这一稳固利益同盟。 

2.4  催生思维困局 

学业竞争内卷化不仅在事实层面影响着学校体

育，也在认知与观念领域产生干扰并且更具隐蔽性。

内卷化这种依赖提高单调资源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的

发展模式，极大强化资源投入与产出的直接联系，淡

化中间过程，形成一种单纯以投入时间多少来评判学

生努力程度的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会反过来进一

步加强内卷化。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体育之于健康的重要性经过不断的科普，已基本

为大众所了解。调查显示，学校和家庭两个主体对体

育的重要性都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也认为学

业的重要性更胜一筹[7]。由此可见，学校体育存在的问

题被默许不完全是出于对体育的认知不足，而是牵涉

到更加复杂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从纯理性的

角度出发，选择全面发展的教育无疑是 优解。然而，

教科书以外的大多数人难以做到完全理性，但也绝不

是盲目的，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有限理性。青少年学

生年纪尚小，忽视体育的后果除了数据上的体质下降

肉眼可见外，学生本体感知并不强，但成绩的些许变

化却能剧烈牵扯家长紧张的神经。在许多人眼里，成

绩直接与学生的未来前途挂钩，那么与体育发生时间

冲突的就不是简单的文化课，而是与学生的前途对立。

从宏观视角看这无疑是荒谬的，但在微观环境中这样

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体育在高考等关键节点

缺少话语权，那么单就高考而言体育确是不重要的事

物，专注于文化课学习会在中高考中获取更高的收益，

这条逻辑链几乎无懈可击。因此，选择加入内卷化的

价值判断与选择就有了稳定而强大逻辑链条，体育的

边缘化也就由此被默许了。 

 

3  学业竞争内卷化问题治理的国际镜鉴 
Bray[8]用“影子教育”一词强调课外补习的 4 个特

点：依附于正规教育体系、模仿正式课程、不受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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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细节不易认知。研究表明影子教育已成为一种

重要全球现象，并且可能是 21 世纪 重要的国际教育

趋势[9]。相关研究形成的共识认为，影子教育的直接目

标并不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是剑指学业竞争[10]。

因此，影子教育实质上是学业竞争内卷化在正规教育

体系之外(不一定是在校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崛

起反映出学业竞争内卷化席卷全世界的问题。2011 年

韩国超过 70%的 K-12 学生参加影子教育，并在 3 年

前全国影子教育支出就已占到教育总支出的 50%以

上，占 GDP 的 2%以上[11]。柬埔寨影子教育则大多由

本校教师在校内为本校学生提供，这与我国的一些课

后补习形态高度相似[12]。东亚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学业

韧性[13]与非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的自发补习广泛开

展，使得影子教育与正式教育融合，导致内卷化问题

尤为突出。 

国际上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对社会与

教育公平的影响层面。在一个国家里，教育分层越复

杂[14]、入学考试的潜在回报和风险越高，家庭经济条

件对影子教育参与的影响就越强烈[15]，这实际上破坏

正规学校教育机会平等程度的提高，并有可能提高特

定学业阶段学生患抑郁症的风险。有学者呼吁针对校

外学习机会不平等，尤其是社区之间的学习机会不平

等进行政策干预[16]，却并没有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建

议。在亚洲地区，针对影子教育的部门法规通常限于

商业法规，例如要求他们建立适当的合同等，但许多

政府回避了诸如课程内容和教师资格等问题，而这恰

恰是影子教育问题治理中更重要的方面。对于影子教

育行业而言，政府监管机构在扩张和多维度方面迟迟

未能赶上现实，并在手段的合法性问题上存有争议。

韩国政府曾立法禁止影子教育，但事实上影子教育并

没有消失而是转入地下秘密开展。2000 年韩国宪法法

院宣布禁止建立和开办补习班的法律违宪，此后影子

教育治理开始转向提升基础教育水平、发放影子教育

补贴等方式，但始终力度不足、效果平平。有学者梳

理韩国影子教育治理的历史进程之后提出，韩国过去

的反影子教育政策都未能实现其目标，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缺乏全面和持续的战略[17]。对由影子教育引起

的紧急问题作出立即和短期的反应将是不恰当的，这

突出发展长期战略框架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学业竞

争内卷化的畸形发展正是稀缺教育资源分配方式自由

竞争背景下，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缺陷引发，此时若放

弃行政力量手段，必然会陷入修修补补、不达本质的

陷阱。而在奉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影子教育

作为合法的市场经济产物，依靠行政力量解决缺乏正

当性，因此就成为了一种几乎不可避免、普遍的制度

性结果[18]。 

我国的阶层固化现象弱，阶层流动性强，这意味

着学生有更强动机增加资源投入以期获得阶层跃升机

会。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学业竞争在

金钱与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内卷化已然与其背道而驰。

影子教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对中国的影子教育尤其

是在线影子教育治理的举措(注重社会公平性，对时

间、场景、内容和资质等要素严格监管)非常赞同，认

为我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19]。资本主义

国家既没有足够办法，也没有充足的动力解决影子教

育问题，而相较之下，我国通过“双减”等一系列强

有力的行政手段整治校内与校外的教育乱象是极其必

要且效果卓越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

体现。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我国在治理学业竞争内卷

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时应当坚持两点：其一，决

不放弃以行政和政策手段对影子教育行业进行直接规

约干预的思路以“治标”；其二，坚持不懈提升基础教

育质量水平，凭借高水平的正式教育减少青少年对影

子教育的微观需求以“治本”。必须坚持立足国情、实

事求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敢用、

巧用行政手段，抓好顶层设计，“治标”“治本”双管

齐下，在解决国内学业竞争内卷化问题的同时，为解

决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更多有益“中国经验”。 

 

4  纾解学业竞争内卷化对学校体育干扰的对策 
4.1  立足新形势、新国情，不断提升教育水平与路径多样性 

要纾解学业竞争内卷化对学校体育的干扰，就必

须明晰其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判定其发展趋势，因

此国家大政方针与新国情必须纳入考量。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明确提出“构

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和国家

重视的经济社会运行调整，必然会对教育领域产生强

烈的指引作用。职业教育是双循环，尤其是国内大循

环系统中重要子系统，也是缓解学业竞争内卷化的一

大法宝。过去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

战略对人才培养要求以知识型人才为主，高校教育无

疑是备受追捧的宠儿。而国内大循环的提出，重点则

是要健全和提升国内产业链水平，这给职业教育带来

新需求、新机遇，结合近期愈发坚定的“分流”政策，

国家态度不言自明。出生人口减少这一新国情也会降

低未来学业竞争内卷化的程度。2021 年 5 月“七普”

数据显示中国 2020 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 1.3，

属于极低水平[20]。我国人口出生率从 2016 年的 13.57‰

降至 2020 年的 8.52‰，用“断崖式下降”形容其速度

之快亦不为过。国际经验表明，提振和改变低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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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极大[21]，因此必须做好长期应对这一问题的准备。 

学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为获取更高水平的教育资源

进而获取更多社会资源，这种路径的单一性使得竞争

空前激烈，也是内卷化产生的 重要土壤。职业教育

若能乘上“双循环”东风，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就有望扭转这种单一思路，将单通道拓宽为双通道甚

至多通道，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效果，进而从需求

层面破坏学业竞争内卷化的生存土壤，为学校体育拓

宽生存与发展空间。总而言之，当前国内社会经济与

人口形势决定了未来学业竞争内卷化问题的解决前景

是光明的，必须坚定信心，不断推动学校体育在学校

教育中的地位提升。 

4.2  着眼微观与宏观的利益冲突，减内耗、促合力 

1)尊重微观个体的利益取向是解决内卷化问题的

起点。 

应试教育是微观个体对国家人才选拔机制作出的

自下而上反应及其后续发展、聚合的产物，而体育政

策多为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路径相左的同时两者目

标也存在冲突，由此引发有声或无声的对抗。从内卷

化的视角看，学生主动或被迫抵抗增加体育运动带来

的时间消耗是主要利益立场，与这种立场对抗就必然

产生利益冲突。与教育资源稀缺高度关联的是激烈学

业竞争，但它难以深刻地指导学业竞争的具体方式方

法，应试教育以及内卷化也正是存在于这一间隙中。

此时若继续强调政府和学校的主体责任，必然会加深

冲突和对抗，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这种冲突与对抗就

像是机械缺少润滑，分化消解多方力量产生内耗的同

时，也会使得学校体育产生更深层次的异化。一味强

调教育的应然状态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尊重微观

个体的利益取向才是真正解决内卷化问题的起点。通

过把握微观个体的利益取向特点，在宏观上调整利益

赋予机制，引导微观个体利益与宏观国家利益相吻合，

才是标本兼治的良策。 

2)改革学业考评机制是助力体育回归教育的有效

手段。 

考核评价既是决定教育实践及其方向的“指挥

棒”，又是联结宏观与微观利益的纽带，是两者利益诉

求的 重要表达途径。因此，缓和微观与宏观利益冲

突，在考核评价环节发力是 佳选择。通过在学业竞

争的关键节点为体育赋权赋能等方式，改“堵”为“疏”，

使得各方力量方向相同或相近，形成一股强劲的合力，

终使人才培养目标与选拔机制相适应，学业竞争与

体育相融合。在这一过程中， 重要的是使得微观个

体，也即学生能够自觉、自愿、主动参与到体育活动

当中来，再由学校和政府进行供给侧的优化， 终形

成顺畅无冲突的利益关系和精准的供需对接。体育参

与考核评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绕开内卷化对当前体育

的干扰，唤醒微观个体自下而上对体育积极反应，相

较传统自上而下的政策，这一思路显然更高效。对高

考的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中考体育及期中、期末考试

的改革则应鼓励创新。当前，全国各省市已经开展如

火如荼的中考体育改革，提升分值、模块化选考、过

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等设计是当前探索的主流，

它克服了原有体育中考机械、片面、易突击的弊病，

能够有效指引初中阶段学生的体育锻炼，值得在更多

地区推广。通过在学业竞争的关键节点为体育赋权赋

能，将体育融入教育过程中，不仅能够提供学校体育

发展的高效动力，还能潜移默化地扭转群众的体育教

育观念，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智慧。 

4.3  紧抓“双减”政策，大力提升体育课后服务水平 

1)“双减”政策是有效缓解学业竞争内卷化手段。 

内卷化破解困难的一大原因在于单一个体的抵抗

行为无法改善整体环境，这使得单一个体想要获取更

优质的教育资源就不得不加入内卷行列，从而客观上

助长内卷化。内卷化的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决定了它

难以自行消亡，必须有强大的全局性外力作用才能打

破。在“双减”政策出台前，没有人能想象究竟何等

力量才能解决学业竞争内卷化的问题，而在“双减”

政策出台后，其效果着实令人振奋。“双减”政策以强

有力的行政力量打击课后辅导乱象，几乎毁灭了金钱

维度的学业竞争内卷化。同时，学校课后服务的推广

大大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其投入学业竞争的时间

减少，而攫取时间资源正是学业竞争内卷化对学校体

育造成干扰的 基本手段，因而也在时间维度上缓解

了学业竞争的内卷化。可以说，“双减”系列政策是维

护教育公平、缓解学业竞争内卷化、提升素质教育水

平的雷霆手段，是我国制度优越性的又一重要体现。 

2)体育与“双减”政策的互促共进。 

学校课后服务是“双减”政策重点强调的概念，

意在及时吸纳课外补习取消后释放出的空余时间，防

止课外补习“死灰复燃”的同时提升素质教育水平。

无论在目标、形式还是内容上，体育都与学校课后服

务高度契合，无疑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体育课后

服务的开展为学校体育开辟新舞台，是学校体育的重

要补充，而体育课后服务在推动学校体育发展的同时，

也反过来为巩固“双减”成果贡献力量。“双减”政策

的有力支持，使得体育成为更有意义地吸纳学生课余

时间、缓解学业竞争内卷化的有力手段。体育在课后

服务中的发力，有助于在保证学生学业负担减轻的同

时缓解青少年体质与心理健康等问题，也有助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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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政策能够长久、稳定地实施。 

3)协同治理是提升体育课后服务质量水平的重要

思路。 

从当下的体育课后服务实践来看，教师与场地数

量不足、课程安排缺少成熟规划成为影响其品质的现

实瓶颈。体育课后服务高频率、高集中度的特点使得

仅凭校内体育力量难以满足学生庞大的体育课后服务

需求，积极响应政策要求引入校外体育力量成为明智

之举。然而，体育课后服务在法律界定、师资安排、

责任制度、利益赋予、支持系统等尚不如正式体育课

健全，削弱校外体育力量的参与积极性。解决这些问

题绝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的任务，因此多主体协同

治理就成为发展体育课后服务的必然选择。在政府出

台的制度规约下，明晰利益赋予和责任落实问题，引

入有资质、有能力的事业性和经济性校外体育力量，有

助于实现体育服务的供需精准对接，共同将体育课后服

务打造成有规划、有分层、有潜力的体教融合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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