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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双减”视域下的教育出版：变化、挑战与应对

吴　 　 昕

　 　 摘　 要：“双减”政策出台后，教育培训市场收紧，教育出版行业格局重塑。 国家对教材教辅质量管控力度的变

化，用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给教育出版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双减”视域下，教育出版应直面竞争格局和发展前景

的挑战，尽快转换角色，科学制定发展策略，做好出版产品多元化设计，推出优质图书，提高服务能力，重视人才建

设，加速融合转型，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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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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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

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 由此，一场旨在解决义务教育中

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行动，迅
速在全国展开。 各地纷纷出台相应的制度与措施，
我国基础教育格局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１］ 。 “双
减”政策贯彻落实后，教育培训市场收紧，教育出版

行业格局重塑，教育出版要在思想理念、结构规模及

发展模式等方面及时调整和创新。

一、“双减”政策下教育出版的新变化

学生减负减重不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也是社

会热点问题。 只有认真剖析“双减”政策下出版行

业的新变化，教育出版才能及时调整出版方向。
１．国家对教材教辅质量管控力度的变化

“双减”政策提出，要规范培训服务行为，依法

依规坚决查处超范围培训、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内容

低俗违法、盗版侵权等突出问题。 规范培训服务行

为，首先要保障教材教辅的质量，国家必然会针对教

培领域的内容质量构建系统的监管机制，对运营主

体的规范性、培训服务行为、教材质量等进行监管。
国家会加大对中小学教辅材料质量的管控力度，教
辅资料的需求会缩减，质量要求会提高。 例如，针对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教育部高

度重视，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对全国中小学教材教辅和进

入校园的课外读物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改。
２．用户需求的变化

一方面，学校教育向高质量发展需求的转变。
“双减”政策使得教育资源供求关系、用户需求重点

都发生了变化。 教育出版要满足校外培训的基本需

求，还要满足学校教育向高质量发展以及对素养、素
质导向的优质课程的强烈需求。 国家正极力推动教

育回归公立教育体系，公立教育体系将会成为教育

出版的主要用户。 另一方面，教培机构出版需求的

改变。 “双减”政策下，教培机构加大了教辅出版的

力度。 教培机构通过线下丰富的名师资源和线上海

量的后台大数据，梳理和整合了中小学的常考点、易
错点以及难点，拟打造高水准的教辅图书。

３．市场需求的变化

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 从市场需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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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学龄前及学龄人口决定了教辅市场的体量。 在

校外补课时间被压缩的情况下，许多家长可能会对

教育出版产品有更加强烈的消费需求，学前教材教

辅需求也会增加。 在少了作业和培训负担的前提

下，学校也有更多的精力进行素质拓展，开展多样化

的课后教育服务，他们对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
读、兴趣有关书籍的需求会变得长期而广泛。

二、教育出版面临的新挑战

教育出版与学习、教育和培训紧密相关。 “双
减”政策对教育出版的影响巨大，也将给教育出版

行业带来更多新的挑战。
１．竞争格局的挑战

“双减”政策的出台给教育培训机构及其与教

育出版机构的合作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两者需要谋

求新的发展方向。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 （试

行）》明确规定，学科类培训材料实行的是严格的双

审核制度，在培训机构自行审查的基础上，教育部门

要进行严格审查。 只有经过审核之后的材料才能入

选。 与此同时，教育部启动了“基础教育精品课”遴
选工作，旨在发掘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云平台，
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从整体来看，关于明

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双减”的基调是“从严

治理，全面规范”。 如果说“双减”会使教培机构的

受众大幅减少，那么，新管理办法的出台，必然会压

缩培训材料的用量和教育培训的利润空间，让教培

机构与教育出版机构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更加突显。
２．发展前景的挑战

“双减”政策落地，也给教育融合出版转型按下

了加速键。 教育出版在教研、培训专业服务方面，在
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提供和线上学习资源覆盖方

面，必须及时跟进。 “双减”后，专业教育出版机构

纷纷寻求新的发展。 在国家教育部发布支持探索开

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后，许多书店都推出了“寄
娃”服务。 广东、云南、江苏、湖北、山西、辽宁等地

的实体书店，在借助免费或收费、合作或自主方式切

入该领域的同时，也与教育出版机构加强了合作，使
得出版单位将关注点投向素养启蒙、绘本阅读等出

版物发行上。 “双减”背景下，教育出版要想真正享

受到多元业务带来的新增量、新收益，必须加大研发

和人力资源投入，弥补内容短板，给予融合出版产品

更多的关注，这也会加大教育出版的经济压力、投资

风险。 而受“双减”影响，教培行业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大规模裁员。 教育出版行业如能抓住机会，吸纳

跨行业人才，其竞争力也能得到快速提升。
３．渠道拓展的挑战

“双减”政策提出了“要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

服务”的要求。 教育出版作为一个重要载体，需要

贴合教育场景，加快传统图书、传统服务的转向步

伐，基于书本内容，促使图书由纸质教育朝信息化发

展，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更多的空间。 在“双减”政
策出台后，“现代纸书”模式很快出现。 这种模式让

纸质图书通过匹配大数据标签的智能二维码链接线

上延展性数字内容与服务，并实现复合呈现。 这不

仅能带给读者更丰富的阅读体验，还能够帮助出版

机构实现与读者、作者的链接，逐步建立拥有清晰用

户画像的读者数据库，扩大除纸质图书营收外的增

值收益，拥有为读者提供严谨、权威、优质、丰富内容

产品的渠道。 教育出版业要拓展空间，借助媒体融

合渠道连接内容和数字内容资源，开发新产品，释放

价值动能，为学校提升课后服务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三、教育出版的应对策略

“双减”政策的实施短期内会让教育出版面临

诸多挑战，但从长远看可加快教育出版融合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为教育出版创造新的时代发展

契机［２］ 。 “双减”政策下，教育出版行业要抓住机

遇，探寻新的发展之路。
１．紧跟政策，做好出版产品设计

“双减”政策出台后，教育要回归公平普惠。 面

对充满竞争的买方市场，教育出版机构不仅要承担

起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使命，还要紧跟

政策，做好产品设计，在教育出版方面精准反映国家

认知、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和改进已有的教材品牌，
加强产品研制和开发，继续提高教材出版质量。

教育出版机构要制定精品教材发展战略，持续

加大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投入，开发新的教材品种，为
教育教学提供服务保障。 例如，在教材开发中，体现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思想，提
高教材质量，解决配套用书的同质化问题，使教材挣

脱统一框架的影响，减少教材的可替代性。 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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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产品时，要围绕教材，以“服务课堂”为出发点，
坚持以学定考，提高命题质量，不出偏题、怪题、超纲

题，满足校内课后服务增加对教辅图书的多样需求。
２．拓展产业链，出版产品多元化

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

问题。 教育出版，尤其是教材出版，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根本。 在教育教学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教育出版

机构应与时俱进做出调整，实现出版产业链的价值

延伸，开发多元化的产品，以满足时代需要。 出版机

构要调整教育出版思路，突破传统的教材研制和开

发局限，加快产品研发，并跟上教育系统对课程和专

业的数字化改造步伐，走多元化发展之路，开发数字

教材、电子书包、微课类产品，形成核心业务，打造拳

头产品，扩大图书出版业务范围和规模效益，以专业

化运作支撑多元业务框架，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对于“双减”政策下的教育出版，不应只看到教

辅出版物的减量，更要看到教育出版多元化带来的

增量［３］ 。 例如，以教育和信息服务为主的美国常春

藤公司麦格劳－希尔集团，依托技术提升开发了面

向大学生的在线版百科全书，而且针对中小学教育

开发了各种图片丰富的电子版教科书和专业图书，
其中，该公司使用 Ａｃｒｏｂａｔ 的 ＰＤＦ 格式的电子图书，
因可以在多种电子产品上使用，一上市就受到学校

和教育教培市场的热烈欢迎。 这种电子图书价格优

惠，分辨率高，全彩页面，用户可以获得高质量的阅

读体验，已成为它们新的收入增长点。
３．提高出版质量，推出优质图书

教育出版在教育事业发展中起到了支撑作用。
“双减”政策的落地，改变了人们对于教育本质和规

律的认知。 教育出版机构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提高教材教辅图书出版质

量，研发符合“双减”后教学改革发展，适应用户需

求的优质图书，这是出版社的立身之本。 教育出版

机构要吸纳学科专家、专职编写人员和教研员等组

建专业的编写队伍，以工匠精神进行教材创新、编
校、设计和印刷，打造优质教材。

图书质量是教育出版机构的生命和根本，是可

持续发展的基石。 尽管当下读者的阅读媒介发生变

化，但内容质量始终是读者关注的重点，内容为王依

然是出版单位坚守的重点［４］ 。 教育出版机构要积

极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和价值导向，加大教育学科、课程、教材、教辅产

品的研发力度，凸显主流价值观，将法治教育、家国

情怀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出版

物中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４．增强服务能力，关注用户体验

教育出版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为教育事业提供

符合其需求的图书产品，还在于它具有教育知识服

务能力。 教育出版机构要想突出重围，稳步发展，必
须要将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关注教师、学生、家长等

产品用户的需求，以用户为中心，增强教育知识服务

能力，提高教育出版服务质量。 要明确“双减”背景

下课后服务的内涵，即课后服务是学校教育的有益

延伸，是义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五育并举”、
减负提质的有效渠道［５］ 。 随着“双减” 政策的实

施，学校课后教育服务需求不断提升，对素质导向的

优质课程需求也更加强烈。
教育出版机构应从传统的内容提供商转变为教

育服务商，研发面向学校以及最终用户的教育服务

产品［６］ 。 为了提高服务的效率和专业性，出版机构

要制定系列性内容资源研发和数字化开发计划，从
纸质教材入手，开发教辅图书配套的数字产品，积极

尝试纸质图书与线上配套资源相结合的出版新模

式，增强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能力。 例如，青岛出版

集团基于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在“双减”政策出

台后迅速成立了“青版少儿成长中心”，推出了优质

助学服务，本着大教育的方向，以图书为载体进行整

体课程输出，不断拓宽在线教育市场，促使传统出版

不断向教育融合出版与出版服务转型［７］ 。
５．扩大资源储备，重视人才建设

当前，教育出版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编辑出

版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更加凸显，这对教育出版行业的人才培养也

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打造一支与国家发展战略新

需求相适应、与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相匹配、与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相融合的高质量教育出版人才队

伍，势在必行［８］ 。 人力资源建设是教育出版资源建

设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要重视出版业人才培养形式的专业化。

高校应将部分优秀的青年教师选派到编辑出版实务

部门参与出版工作实践，同时加大力度聘请出版界

的专业人士担任专职、兼职教授或顾问。 这种出版

教育与出版社合作的模式，不仅能为学生提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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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场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专业教师缺

乏实践经验的问题［９］ 。 另一方面，出版机构要认清

培养新型、专业教育出版工作者的重要性，邀请学科

专家、教研员组建教材教辅产品编写队伍，参与教材

教辅产品编写工作。 出版机构可以瞄准时机，面向

教培机构进行招聘，吸纳、储备人才，并以“培训＋外
聘”的形式吸引优秀教师，充实编辑队伍。 在此基

础上，组织编写队伍开展一系列与出版建设相关的

理念、机制、方法的交流活动，引导他们总结、借鉴编

写经验，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开展教材编校、设计

工作。
６．重视数字出版，拓宽销售渠道

“双减”政策的出台，导致教育格局重塑，引发

教育观念变革。 在融媒体环境下，数字化出版和营

销一直是出版界颇为关注的两个问题。 教育出版要

整合技术、资金以及教研专业力量，积极通过技术提

升，寻找更多发展传统产业领域、拓展内容服务的机

会，建设精品化的数字资源，开发在线教育市场，搭
建智慧学习平台，进入智慧教育领域。 例如，湖南教

育出版社早在 ２０１５ 年推出拥有虚拟实验室、考试解

决方案、在线测评、素质评价等栏目的贝壳网；目前

他们又开发了更多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和智能

化的教育产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教研、培训专业服

务能力。
媒体融合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 教育出版机构

在数字资源开发、标准化建设的同时，还要考虑“优
质内容和服务进校园”的问题，引进和重用具有营

销经验的策划编辑、了解信息技术的运营主管，寻找

教育出版与新媒体传播的契合点，改变单一的传播

形式，拓宽教育出版产品的营销渠道，构建良性发展

模式。 这就要求教育出版机构重新定位教育出版，
根据融媒体环境下的市场需求，以用户需要为市场

定位核心，用微博、公众号、视频营销等整合营销传

播方式取代传统的图书发行传播模式，为作者、出版

商、用户互动交流搭建桥梁［１０］ 。 同时根据教育出

版新格局，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增加产品的附加

值，推动精品化的内容进市场、进校园。

参考文献

［１］曾建辉． “双减”政策下我国教育出版的格局新变及未来发展

［Ｊ］ ．科技与出版，２０２２（１）：６３－６９．
［２］陈兰枝，范军．“双减”时代的基础教育出版：挑战、机遇与发展进

路［Ｊ］ ．出版广角，２０２２（７）：３３－３７．
［３］洪玉华，范燕莹，金鑫．２０２１ 教育出版：放下该减的，放眼寻增量

［Ｎ］．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２０２１－１２－１３（１）．
［４］陈光．从守故到创新：四川教育出版社的改革与发展［ Ｊ］ ．出版广

角，２０２１（１）：５１－５３．
［５］都晓．“双减”背景下的课后服务研究述论［ Ｊ］ ．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４）：１２．
［６］秦伟，佘春华．“互联网＋”教育出版的实践探索［ Ｊ］ ．出版广角，

２０１６（１３）：８２－８３．
［７］范燕莹．教育出版应做到“三个增强”［Ｎ］．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２０２１－０８－２３（５）．
［８］苏雨恒．立德树人担使命　 教育出版谱新篇［Ｊ］ ．思想理论教育导

刊，２０２０（１０）：１４－１９．
［９］赵苏阳．美国出版教育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Ｊ］ ．中州学刊，

２００９（２）：２５５－２５７．
［１０］卫军英，杨玲．新媒体环境下学术出版如何营销传播［ Ｊ］ ．中国出

版，２０１４（２２）：７－１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Ｗｕ 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ｉｄ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ｕ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ｘｐａｎ⁃
ｄ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ｄｉｖｅｒ⁃
ｓｉｆｉ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ｏｏｋ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ｒｓ ｄｅｍａｎｄ

责任编辑：沐　 紫

２７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