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小学生如何看待“学校双休制” 

夏秋英房

1、 如何渡周六 
 

下面来看一下孩子们是如何渡过周六的时间的。文中列出的数据代表“经常这么做”加上“有时这么

做”的比例之和，不等号表示性别差异或年级差异，＜＞表示差距在 5%到 10%之间，＜＜ ＞＞则表示差

距在 10%以上。 
我们将针对孩子们周六生活内容的提问按活动形态分别进行了分析。 
 

1）与家人一起进行的活动 
“帮着干家务”的有 59.5%，“请家人辅导功课或兴趣爱好方面的学习”的有 47.8%，“和家人一起外

出”的有 39.6%，“和家人一起去餐厅用餐”的为 38.2%，“和家人一起玩”的为 35.5%，“和家人一起逛

庙会或参加活动”的占 27.6%。尽管有很多孩子表示帮着干家务，但所干家务的具体内容并不明朗，也不

清楚孩子们是不是真正承担了具体的家务。而近 50%的人表示在周六“请家人辅导功课或兴趣爱好方面的

学习”，这说明父母和孩子通过家庭学习进行了一定的交流。 
但是，按性别来看，表示“帮着干家务”的男生为 51.4%，少于女生的 68.1%；“请家人辅导功课或

兴趣爱好方面的学习”的男生（43.3%）也比女生（52.5%）少。也就是说，比起女生，男生与家人接触

较少。此外，按不同年级来看，表示“和家人一起外出”的 4、5 年级学生分别为 45.7%和 42.1%，多于

6 年级学生的 31.7%；而“和家人一起玩”的 4、5、6 年级学生则分别为 43.8%、37.8%和 26.0%，年级

越高，比例越低。可见，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与家人的接触也会逐渐减少。 
 
2）和同学一起进行的活动 

77.8%即不到 80%的孩子表示经常或有时“和同学一起玩”，“和同学一起逛庙会或参加活动”的孩子

有 41.6%，这些数据表明，比起家人，孩子们更多地和同学一起活动。但是，表示经常或有时“和同学一

起去图书馆或博物馆”和“一起学习”的孩子则分别只有 19.3%和 16.1%，说明孩子们对共同学习并不热

心。 
和同学一起进行的活动中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年级差异，但是在有些项目上呈现出性别差异。比如，“和

同学一起逛庙会或参加活动”的男生占男生总数的 36.6%，少于女生的 46.9%；“和同学一起去图书馆或

博物馆”的男生为 14.3%，少于女生的 24.4%；“和同学一起学习”的男生为 8.6%，也少于女生的 24.0%。

三项数据女生均超过男生，男生除了玩耍外很少与同学共同活动的现象颇为引人注目。 
 
3）单独活动 

独自一人时经常或有时“观看电视或录像、看漫画书”的学生占 73.3%，“独自学习”的占 56.2%，“看

书”的占 53.4%，“睡懒觉”的有 52.7%，“一个人玩游戏”的有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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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大多数孩子非常悠闲地渡过周六的时光，比起和家人或同学在一起，更多的孩子愿意独处。 
特别是按性别来看，“独自学习”的男生占男生总数的 52.2%，少于女生的 60.4%；“睡懒觉”的男生

（49.2%）也少于女生（56.4%）。也就是说，女生中周六喜欢独处的人比男生多。但是，“一个人玩游戏”

的男生比例（63.4%）却远远高于女生（38.0%）。按年级来看，表示经常看书的 4 年级学生有 29.7%，而

5、6 年级学生中经常看书的人则分别为 25.5%和 16.6%。可见，年级越高，喜欢看书的人越少，这一点

令人担忧。 
 
4）在居住地区参加的活动 

孩子们周六也会在所居住的地区参加一些活动，主要内容有“参加足球、游泳等体育活动”（42.7%）、

“参加本地区儿童组织举办的活动”（31.4%）、“上课外补习班”（28.5%）、“上钢琴、芭蕾等艺术培训班”

（19.7%）、“参加地区图书馆、儿童活动中心和居民活动中心举办的活动”（10.6%）、“请成年人教授游戏

方法”（9.8%）、“学习剑道或柔道”（8.9%）、“参加童子军活动”（5.7%）和“去自然观察会、手工班和电

脑学习班”（4.9%）。 
由于地区社会主办的活动丰富多彩，所以每项活动的参加人数并不多。但是，为了丰富孩子们周六的

生活，广泛地安排各种类型的活动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举措。 
按性别来看，男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比例更高。比如说，“参加足球、游泳等体育活动”的男生有 53.7%，

大大多于女生的 31.2%；“学习剑道或柔道”的男生（11.7%）也比女生（6.2%）多。与此相对，女生比

较热衷于“参加本地区儿童组织举办的活动”（女生 36.1%＞男生 27.0%）、“上钢琴、芭蕾等艺术培训班”

（女生 31.5%＞＞男生 8.8%）和“参加地区图书馆、儿童活动中心和居民活动中心举办的活动”（女生 13.5%
＞男生 7.8%）。 

按年级来看，4 年级学生中从未请成年人教授过游戏方法的占 55.2%，5 年级学生中这一比例上升至

65.9%，6 年级学生中更是多达 72.3%。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所居住地区内成年人的接触也越

来越少。 
 
5)调查活动 

由于增设了综合学习课和实施“学校双休制”，周六和周日不再是单纯的假日，也可被看作是让孩子

们在一种宽松的氛围中自觉地进行学习的时间。那么，孩子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作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呢？ 
26.5%的孩子表示会在周六“通过因特网查阅自己正在研究或感兴趣的问题”，13.0%的孩子“去和自

己的研究、兴趣有关的场所”，12.5%的孩子“在图书馆或博物馆就正在研究或关心的问题查阅资料”，10.3%
的孩子“就自己研究或关心的问题向周围的成年人发问”。由此可见，4 分之 1 的孩子已经有过在家使用计

算机进行调查学习的经验，但真正能够外出进行调查的孩子却只有 10%左右。看来今后应该调动孩子们的

积极性，使其能够主动地踏入地区社会查阅相关资料并和更多的人接触。 
调查活动中没有显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只是在“通过因特网查阅自己正在研究或感兴趣的问题”这

一项上，经常或有时这么做的 4、5、6 年级学生分别为 20.3%、25.6%和 32.7%，即年级越高，进行类似

调查学习活动的孩子也越多。 
 
6)与邻居交往 

8%的孩子经常或有时和邻居一起参加烧烤聚会，和邻居一起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孩子也只有 8%，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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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均很低，也没有明显的性别和年级的差异。 
2、 参加活动的积极性较高 
 

孩子们在周六除了和同学一起玩或单独活动以外，地区社会的活动和调查活动开展得并不活跃。那么，

孩子们究竟希望干些什么，或者是否只想休息呢？ 
对此，我们向孩子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周六有如下活动，你是否愿意参加？”以下分析

中列举的数字代表了表示“非常想参加”和“比较想参加”的比例之和。 
另外，分项目观察的结果显示，在很多活动中，女生的积极性要高于男生。 
 

1)  校内活动 
90.7%的孩子表示希望“在学校和同学一起玩”，78.0%的孩子希望“在学校里进行一些娱乐和运动方

面的学习和训练”，67.7%的孩子希望“和老师一起做课堂上不能做的实验”，60.8%的孩子希望“整整一

天在学校进行音乐或绘画方面的学习”，53.5%的孩子希望“老师为自己辅导功课”，也有 29.0%的孩子希

望“周六能和平时一样上课”。总之，孩子们对于参加各项校内活动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特别是除了娱

乐和运动以外，孩子们还希望能够学到平时上课时学不到的知识。 
在上述项目中， “整整一天在学校进行音乐或绘画方面的学习”（男生 47.0%<<女生 75.6%）、“希望

老师为自己辅导功课”（男生 46.1%<<女生 61.1%）和“希望周六能和平时一样上课”（男生 25.7%<女生

32.6%）这三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 
另外，4 年级学生中非常希望“整整一天在学校进行音乐或绘画方面的学习”的孩子占 39.7%，而 5、

6 年级中这样的孩子分别有 33.6%和 28.4%，说明不同年级的孩子观点亦有所不同。 
 

2)其他场所的活动 
那么，孩子们是否愿意参加地区社会的各项活动呢？对此，69.5%的孩子表示希望“参加本地区的庙

会或集会活动”，68.8%的孩子希望“向本地区居民学习手工制作或烧制陶瓷”，67.0%的孩子想“和邻居

一起去宿营或郊游”，66.0%的孩子想“学习烹调或点心制作”，64.4%的孩子希望“本地区居民教自己运

动技巧”，61.7%的孩子表示愿意“照顾婴幼儿”，61.7%的孩子表示愿意“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58.4%
的孩子愿意“在商店或饭店帮忙”，55.9%的孩子愿意“在附近的田地里挖掘红薯或割稻”，53.6%的孩子

想“和趣味相投的成年人一起活动”，52.8%的孩子希望“向本地区居民学习传统游戏”，44.5%的孩子希

望“向本地区居民学习英语”，44.1%的孩子想“和本地区居民一起演戏或演奏音乐”，36.5%的孩子希望

“有定期集会朗读书籍、介绍新书”，36.3%的孩子希望“能有一天在图书馆协助工作”。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如果能为孩子们准备丰富多彩的校外活动，孩子们一定会积极参与。上一节中，

统计结果显示孩子们与邻居接触得较少，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孩子们缺乏这样的机会，如果孩子们身边有许

多这样的机会的话，他们是会积极参与的。 
另外，对于上述活动，女生的积极性明显高于男生，特别是在如下各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即“参加

本地区的庙会或活动”（男生 62.1%<<女生 77.3%）、“向本地区居民学习手工制作或烧制陶瓷”(男生

61.6%<<女生 76.4%)、“学习烹调或点心制作”（男生 42.6%<<女生 90.5%）和“照顾婴幼儿”（男生 47.9%<<
女生 76.1%）。而男生表现得比较积极的只有希望“本地区居民教自己运动技巧”一项（男生

69.7%>>58.6%）。 
所有活动均未显示出明显的年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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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六与周日的比较 
 

孩子们是怎么看待周六和周日的呢？我们就此征求了孩子们的意见，并将可对照项目列入表 1－1 中。

表 1-1 
含有肯定意味的意见 星期六  星期日 

是值得期待的一天 76.3 ≫ 65.7 

是可以尽兴玩耍的一天 60.9  61.7 

和朋友共同度过的一天 55.8 ＞ 49.8 

和家人一起悠闲度过的一天 48.6 ＜ 58.2 

可以体验许多事物的一天 45.9 ＞ 36.2 

可以用功学习的一天 33.4  31.8 

能够和本地区的大人们一同度过的一天 10.2  11 

不愿意让它过去的一天 66.4 ＜ 72.1 

  

含有否定意味的意见 星期六  星期天 

非常忙碌，非常累的一天 31.5 ＞ 25.8 

见不到朋友，很无聊的一天 27.8  29.4 

不知道该干什么的一天 22.5 ＞ 16.9 

什么都不想干的一天 22.2  20.2 

好好休息，缓解疲劳的一天 57.3   — 

悠闲的度过，缓解周六疲劳的一天  —  43.7 

令人满意的一天 74.3   — 

比周六还感到令人满意的一天  —  60.6 

比周六还快活的一天  —  62.6 

见不到老师，无聊的一天 25.4   — 

                    ＊所示数据为“经常如此”加上“有时如此”的比例之和 

                               ＜表示差距在 5%以上，≪表示差距在 10%以上 

先来看一下肯定性的回答。孩子们似乎更期待周六的到来，认为在周六可以和同学一起玩，还可以参

加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而周日则是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日子，因此不希望这一天很快逝去。 
 
在否定意见中，不少人反应尽管周六比周日更忙更累，却往往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干些什么。 
 
看来，周六这一天，孩子们在消除了一周来的疲劳的同时，也会因第二天也是休息天而尽情玩耍。但

是，也有一些孩子似乎因为太空闲而颇感无聊。相反，周日虽然是能与家人一起悠闲渡过的一天，却因第

二天又要开始上学而不得不好好休息，因此很多孩子会为这一天的结束感到非常遗憾。 
 
下面来比较一下男女生对周六的看法。首先，认为周六是“好好休息、消除疲劳的一天”的男生占男

生总数的 51.1%，少于女生的 63.7%；认为周六是“能和家人一起悠闲渡过的一天”的男、女生分别占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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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4.3%；认为周六“见不到同学，很无聊”的男、女生分别占到 24.3%和 31.4%。女生认同这三种看法

的比例均高于男生。相反，男生中认为周六是“忙碌、劳累的一天”的比例（37.1%）则高于女生(25.7%)。
由此可见，女生比男生过得更轻松。 

 
再来看一下男女生对周日的评价。认为周日是“轻松自在、消除周六积累的疲劳的一天”的比例为男

生 39.3%<女生 48.4%；认为周日是“能和家人一起悠闲渡过的一天”的比例为男生 50.6%<女生 66.1%；

认为周日“见不到同学，很无聊”的比例为男生 25.1%<34.0%。对这些类似于周六的看法，女生的认同

率较高。另外，认为周日是“什么都不想干的一天”的比例为男生 15.4%<女生 25.0%，从这一点也可以

看出女生已经习惯于轻松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无所事事地渡过周日的时光。与此相比，认为周日是

“忙碌、劳累的一天”的男生（30.8%）则明显多于女生（20.4%），这一倾向和周六基本一致。 
 
那么，各个年级的学生在对周六、周日的看法上有何差异呢？对于周六是“能和家人一起悠闲渡过的

一天”这一看法，4、5、6 年级学生中表示认同的比例分别为 56.2%>51.7%>39.0%，即年级越高，认同

这一看法的孩子越少。而对于周日是“能和家人一起悠闲渡过的一天”这一看法，4、5、6 年级学生中表

示认同的比例分别为 64.8%>58.6%>51.8%，同样呈现出年级越高、认同率越低的倾向。 
 
另外，随着年级的上升，认为周日是“忙碌、劳累的一天”的比例也随之略有上升，4、5、6 年级学

生中认同这一看法的比例分别为四年级 20.8%<五年级 28.1%・六年级 27.8%。另一方面，认为周日是“能

够尽情玩耍的一天”的 4、5、6 年级学生分别有 68.3%>62.0%>55.6%，为此，认为“周日比周六更愉快”

的 4、5、6 年级学生分别占到 67.8%>63.0%>57.4%，认为“周日比周六更能令人满意”的分别占到

64.5%>63.5%>54.3%，可见随着年级的上升，对周日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则有所下降。 
 
为什么孩子们的周末生活随着年级的上升变得不那么轻松了呢？为了探寻孩子们之所以如此忙碌的

原因，我们询问了关于课外学习的情况（见表 1－2）。 
表 1-2 

周六周日的活动与性别/学年的关系            单位（%） 

  男孩子  女孩子 4年级  5 年级   6 年级 

周六的活动               

私塾 13.6  12 12.1  11.5   14.7 

运动俱乐部 39.1 ≫ 14.7 23.5 ＜ 29.1   28.8 

兴趣学习班 6.8 ＜ 15 12.5  11.8   8.3 

志愿者活动 2.4  3.7 3.2  3.7   2.2 

  

周日的活动               

私塾 7.9  6.2 4.6  5.4 ＜ 10.9 

运动俱乐部 36.9 ≫ 11.3 20.6  23 ＜ 29.2 

兴趣学习班 4  4.8 4.3  4.1   4.8 

志愿者活动 5.7  6 3.6  6.8   7.1 

＜表示差距在 5%以上，≪表示差距在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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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显示，随着年级的上升，上课外补习班或去体育俱乐部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所占比例略有上

升。 
虽然数字上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但是不难想像，由于生活中排满了各种计划，孩子们很难聚集在一起

游戏玩耍。当然，仅凭这一统计结果尚不能断言上各类学习班是造成高年级学生周末生活不尽如人意的唯

一原因。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年级的上升，周日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学生所占比例也略有增加。 
 

4、 平时生活的变化 
 

“学校双休制”的实施给孩子们平时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为此，我们向孩子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周六开始放假后，平时生活中是否发生了变化？”，

以下就来分析以下认为“确实如此”加上“基本如此”的比例。 
 
1)  肯定性的回答 

肯定性的回答中，“周一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同学”的占 71.6%，“因为有两天的休息时间，所以过得很

轻松”的占 69.8%，感到“综合学习课更有趣”的占 59.7%，感到“学校生活更愉快”的占 59.2%，表示

“能和同学合作进行调查归纳”的占 50.4%，认为“可以更多地进行归纳、发表”的占 49.7%，感到“有

机会参与各种实践活动”的有 43.7%，“有机会与父母和本地区居民交流”的有 41.0%，“有了很多新发现”

的有 39.0%，表示“有时间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有 32.0%。看来，除了可以轻松地休息一下以外，

假日的增加也使学习和学校生活显得更愉快。 
 
按性别来看，女生中持肯定意见的比例要高于男生。其中，“周一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同学”的男女生

分别为 64.7%<<78.7%；，认为“因为有两天的休息时间，所以过得很轻松”的男女生分别有 63.7%<<76.3%；

感到“综合学习课更有趣”的男女生分别占到 54.1%<<65.5%；感到“学校生活更愉快”的男女生分别是

51.9%<<66.9%；表示“能和同学合作进行调查归纳”的男女生分占 45.3%<<55.6%；认为“可以更多地

进行归纳、发表”的则分占 44.0%<<55.6%。 
另外，按年级来看，6 年级学生中认为“学校生活更愉快”的孩子所占比例有所升高。 

 
2)  否定性的回答 

作为否定性意见，认为“回家时间推迟，因此感到很累”的学生占 55.8%；“平时课时增加，很辛苦”

的占 52.5%；“觉得比较累”的占 37.1%；觉得“要归纳调查到的内容变得更难了”的占 34.3%；“平时生

活变得匆匆忙忙”的占 32.4%；“为找不到相关资料而感到困惑”的占 29.0%；觉得“查找相关资料很麻

烦”的有 28.7%；“为课题定不下来而烦恼”的有 27.3%；觉得“容易遗忘前一周所学内容”的有 25.9%；

“上学时忘带东西的次数增多了”的有 23.7%；觉得“学习上跟不上的地方增多了”的则占到 21.4%。 
上述数据显示，50%以上的孩子因平时课时增加感到吃力，30%左右的孩子感到在收集、处理和发送

信息等解决问题式的学习中产生了一定的困难。也就是说，由于实施“学校双休制”，孩子们不能及时适

应以新的学习指导要领为指导方针的学习活动，并对学校生活感到了厌倦。 
否定性意见中并未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而按年级来看，5 年级学生中认为“平时课时增加，很辛

苦”和“回家时间推迟，因此感到很累”的学生所占比例较高，4 年级学生中“上学时忘带东西的次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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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的比例较高。 
 
3）总结 

就“每周六放假好不好”征求了孩子们的意见后的结果是，76.9%的人认为非常好或比较好，15.7%
的人表示说不清是好是坏，另有 7.4%的人表示不太好或一点都不好。男女生和各年级的回答没有出现明

显的差异，只是 6 年级学生中持肯定态度的人略少。 
 
5、 对学习成绩的自信心与周六的活动和参加活动的积极性 
 

孩子们之所以如此评价周六放假，其关键在哪里呢？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孩子们对于学习成绩的自信心和周末及平时的生活、态度、满意程度之间有

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于对学习成绩的自信心，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你觉得自己的学习成绩好吗？”结果，36.0%

的孩子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好或比较好，45.4%的孩子觉得说不清是好是坏，还有 18.6%的孩子觉得

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太好或一点也不好。统计结果没有呈现出性别和年级差异。 
那么，对学习是否充满信心对于周末生活和态度有些什么影响呢？下面就用具体数据进行说明。但是

需要申明的是，仅此并不能简单地断定该学生的生活、态度完全源于其学习成绩。 
总的来看，对学习充满信心的孩子周末通常会自觉地进行研究或总结，过得非常充实，而且也常常和

家人在一起。对于参加居住地区和学校组织的活动也表现得比较积极。 
与此相反，对学习缺乏自信的孩子除了和同学一起玩以外，往往不知道假日该干些什么（见表 1－3

至 1－5）。更成问题的是，这些孩子并不能主动适应实施“学校双休制”和增加“综合学习课”后平时生

活中发生的变化（见表 1－6）。而对学习充满信心的孩子即使在平时也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与父母

和周围的人交流”，或是觉得“进行归纳、发表的机会增多了”、“综合学习课更有趣了”，总之，他们在平

时的学习中非常主动积极。 
对学习缺乏自信的孩子表示学习中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平时课时增加，很辛苦；要归纳调查到

的内容变得更难了；容易遗忘前一周学习的内容；学习上跟不上的地方增多了”等等。并且，在生活方面

也出现了不良影响，比如说上学时忘带东西的现象增多了。此外，诸如“为课题定不下来而烦恼”、“觉得

查找相关资料很麻烦”等问题的出现说明很多孩子在学习中尚未入门已经遇到挫折。 
如果真有这样一种连锁反应存在，即对于学习的自信程度使周六生活的质量产生差异，而这种差异使

原本就不擅长学习的孩子进一步丧失信心，那么问题就相当严重了。正如街头巷尾常在议论的那样，由于

孩子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学习内容和时间，因此那些社会文化背景良好、强烈地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的孩子

和不具备类似社会文化背景的孩子不仅在学习成绩上，而且在假日生活方面差距也会越拉越大。如此一来，

义务教育将会面临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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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周六生活ｘ对学习成绩的自信心 

（％）

对学习成绩的自信心 

  学习成绩不好  说不清是好是坏   学习成绩好 

  （不太好＋一点都不好）      （非常好＋比较好）

独自学习 46.3  49.7 ≪ 68.7 

看书 44.1  48.9 ≪ 63.4 

请家人辅导功课或兴趣爱好方面的学习 34.5 ≪ 48 ＜ 54.7 

和家人一起玩 26.3 ＜ 33.9 ＜ 42.1 

通过因特网查询正在研究或感兴趣的问题 16.9 ＜ 22.9 ≪ 36.3 

参加钢琴、舞蹈等兴趣学习 10 ＜ 19.6 ＜ 25.8 

在图书馆或博物馆就正在研究或感兴趣的问

题查找相关资料 
7.6  10.7   15.2 

和朋友一起玩 85.1 ＞ 78   73.4 

＊所示数据为“经常如此”加上“有时如此”的比例之和

＜表示差距在 5%以上，≪表示差距在 10%以上

表 1-4 
周六希望参加的活动ｘ对学习成绩的自信心 

（％）

对学习成绩的自信心 

  学习成绩不好  说不清是好是坏  学习成绩好 

  （不太好＋一点都不好）      （非常好＋比较好） 

参加本地区的庙会和活动 55.1 ≪ 68.3 ＜ 77.2 

和老师一起做课堂上不能做的实验 52.8  57 ≪ 75.5 

＊所示数据为“经常如此”加上“有时如此”的比例之和

＜表示差距在 5%以上，≪表示差距在 10%以上

表 1-5 
对周六，周日的看法ｘ对学习成绩的自信心 

（％）

对学习成绩的自信心 

    学习成绩不好  
说不清是好

是坏 
  学习成绩好 

    （不太好＋一点都不好）      （非常好＋比较好）

能够尽情学习的一天 21.3 ＜ 26.9 ≪ 47.7 
周六 

不知该干什么的一天 32.5 ＞ 24 ＞ 16.2 

能和家人一起悠闲度过的一天 45.9 ≪ 56.5 ＜ 66.1 
周日 

能够尽情学习的一天 20.1 ＜ 27.4 ≪ 43.4 



 ＊所示数据为“经常如此”加上“有时如此”的比例之和

 ＜表示差距在 5%以上，≪表示差距在 10%以上

 
表 1-6 

  学习成绩不好  说不清是好是坏  学习成绩好 

  
（不太好＋一点

都不好） 
    （非常好＋比较好） 

综合学习课更有趣 52.2 ＜ 58.3 ＜ 65.4 

进行归纳发表的机会更多 39.9 ＜ 48.7 ＜ 55.9 

有机会与父母和本地区居民交流 31.9 ＜ 41.1  45.3 

有时间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23.9  28.2 ≪ 40.5 

平时课时增加，很辛苦 62.1 ＞ 54.3 ＞ 46.3 

容易遗忘前一周所学内容 46.3 ≫ 27.9 ≫ 12 

要归纳调查到的内容变得更难了 46.2 ＞ 37.8 ≫ 23.9 

学习上跟不上的地方增多了 41.4 ≫ 22.2 ≫ 9 

上学忘带东西的次数增多了 38.8 ≫ 21.1  18.7 

查找相关资料很麻烦 38.5 ＞ 30.4 ＞ 21.9 

为课题定不下来而烦恼 36.6 ＞ 30.7 ≫ 19.3 

＊所示数据为“经常如此”加上“有时如此”的比例之和 

＜表示差距在 5%以上，≪表示差距在 10%以上 

6、 父母的影响 

 

孩子们的周末生活不仅受到其学习成绩的影响，我们认为，家庭内的父子和母子关系、文化环境以及

生活习惯作为周末生活的一个样板，作为一种学习动机，也对孩子们的周末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

上一节中所阐述的那样，不能单纯地认为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决定了周六生活的变化，应该将家庭环境也纳

入视野，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1）父母影响的种类 

我们分别就“父母周末如何对孩子施加影响？”和“父母本身的生活习惯”征求了孩子们的意见。 

关于父母周末常对孩子说的话，我们从 Q9 的 20 个问题中挑出 17 项进行了分析，结果归纳出了 4 种

类型。第一类我们称之为“强调生活规律型”，这一类父母常对孩子说“不能老是看电视或漫画”；“电视

不能看得太晚”；“周末要有一定的计划，要过得有意义”；“要多看书”；“早晨要早起”；“要多参加地区组

织的活动”等。第二类是“重视学习型”，常对孩子说“要多学学校尚未教授的知识”；“要好好复习”；“要

争取进一步提高学习成绩”；“快学习，快做作业”。第三类是“贴身活动型”，常招呼孩子“一起做菜或制

作手工作品”；教孩子使用因特网和电脑；为孩子辅导功课、跟孩子一起学习；或者告诉孩子可以用零用

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第四类是“重视劳逸结合型”，常让孩子外出玩耍或帮着干家务，也有人督促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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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任何事都要雷厉风行。 

 

2）推动地区学习活动的作用 

尽管父母对孩子们的周末生活施加了种种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一味地要限制孩子们的活动。孩

子的生活是父母与孩子相互影响的结果。 

比如说，父母常常针对孩子的生活态度进行指导和督促。当孩子神情寂寞、无所事事地渡过周末时，

父母会督促他们“干任何事都要雷厉风行”，让他们“外出玩耍或帮着干家务”，发挥“重视劳逸结合型”

的作用；而“强调生活规律型”的父母则会提醒孩子“不要长时间地看电视或漫画”。 

反过来看，对于接受父母“多参加地区组织的活动”这一建议的孩子来说，参加地区儿童会活动或童

子军活动、参加图书馆、儿童馆和文化馆组织的活动、与同学或家人一起逛庙会或参加活动的机会都有所

增加。并且，孩子们还能通过与邻居一起参加志愿者活动、请成年人教授游戏方法等拓展人际关系，也乐

于去图书馆或文化馆查找与自己的研究、兴趣有关的资料，积极向成年人提问，去相关场所进行调查。（见

图 1－1） 

 

图 1-1 

周六经常或有时干的事*父母建议“多参加地区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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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当父母招呼孩子一起做饭或制作手工作品时，即父母是“贴身活动型”时，孩子

们和家人或同学一起参加活动、去图书馆或博物馆查找资料以及请邻居中的成年人教授游戏方法的机会也

有所增加。对小学生来说，父母邀请自己一起参与是扩大活动范围、构筑人际关系的良好契机。 

在学习方面，比起那些接受父母辅导、和父母一起学习的孩子来，由父母教授因特网和电脑用法的孩

子显得更为积极主动，他们通常不仅仅满足于让家人辅导功课和兴趣学习，而是自己去图书馆或博物馆查

找相关资料，与居住地区成年人的交流也很活跃。 

另一方面，“重视学习型”的父母督促孩子“争取进一步提高学习成绩”或“快学习、快做功课”对

促进孩子独自学习或去上补习班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孩子们并没有因此而去主动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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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父母的生活模式与孩子的周末生活 

 

在促使孩子养成良好的周末生活习惯、提高其参加各项活动积极性方面，父母平时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有否成为楷模呢？调查中，我们一共提出了 18 个问题，询问“父母是否有如下行动”。 

调查结果表明，父母的活动内容范围很广。其中，“在学校为学生们朗读书籍、协助授课”的也达到

了 10%以上。可见，在学校变得越来越开放的大背景下，虽然比例还不是很高，但父母们正越来越多地关

注并参与学校建设。 

构成父母生活模式的 18 个项目可以分为 5 种类型。第一类是热衷于“上网、使用电脑写文章”、“阅

读以成年人为对象的深奥的书籍”或享受自己喜欢的音乐、绘画和园艺的“文化生活型”；第二类是积极

参加地区活动、担任地区组织的干部或利用地区设施、加强和周围成年人交流的“重视地区生活型”；第

三类是“没完没了地看电视或休息日总是拖拖拉拉”的“放松型”；第四类是喜欢夫妇俩单独外出、购物、

尝试制作手工艺品的“享受夫妇生活型”；第五类则是协助孩子们开展课外活动或在学校为孩子们朗读书

籍的以孩子的课外活动为中心的类型。 
上述 5 种生活模式可以说都对孩子们的周末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孩

子们在学习成绩方面的自信程度对其周六的生活和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影响不小，而孩子的自信程度也反应

了家庭的文化资本。为此，我们试着在构成父母生活模式的 18 个项目中挑选出和孩子周六生活直接相关

的项目，希望能够发现作为样板对孩子周六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生活模式和地区行动模式。结果，在

18 个项目中，有 10 项与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关，而这 10 项中，即使排除了学习成绩上的自信带来的影响，

仍与孩子们的周六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见图 1-2 至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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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统计中可以看到，父母在家里看书或使用电脑的话，家人之间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互教互学

的气氛，为孩子使用电脑提供了榜样。与此相对，父母走出家门积极利用图书馆或文化馆、参加地区或学

校组织的活动并担任干部的话，孩子的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到图书馆或博物馆，并成为孩子参与本地区各类

活动的契机。孩子的活动范围究竟是局限于家庭内还是扩展到地区社会，父母介入地区社会的方式似乎已

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是“父母进行手工制作”对孩子周末生活的影响。父母的这一行动往往成为父子、

母子之间互教互学的良好契机，也会促进孩子们将调查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因特网、图书馆和博物馆。现代

家庭几乎已经不再具有生产功能，而是成为以消费生活和休息为主的精神归宿。统计告诉我们，父母在家

进行手工制作可以给孩子带来各种有益的刺激。 
 
8、 为了使孩子们的积极性成为现实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孩子们对“周六是怎样的一天”的回答。 
按照肯定率自高至低的排列，答案依次为“值得期待的一天”（76.3%）、“令人满意的一天”（66.4%）、

“能够尽情玩耍的一天”（60.9%）、“好好休息、消除疲劳的一天”（57.3%）、“能和同学一起渡过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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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以及“能和家人一起悠闲渡过的一天”（48.6%）。对孩子们来说，周六无疑是充满阳光和希望

的一天。因此，76.9%的孩子认为每周六放假非常好或比较好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周六如有下列活动，你是否愿意参加”的答案中，肯定率超过半数的项目自高至低排列后依次为∶

“在学校和同学一起玩”（90.7%）、“在学校里进行一些娱乐和运动方面的学习和训练”（78.0%）、“参加

本地区的庙会或活动”（69.5%）、“向本地区居民学习手工制作或烧制陶瓷”（68.8%）、“和老师一起做课

堂上不能做的实验”（67.7%）、“和邻居一起去宿营或郊游”（67.0%）、“学习烹调或点心制作”（66.0%）、

“希望本地区居民教自己运动技巧”（64.4%）、“照顾婴幼儿”（61.7%）、“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61.7%）、

“整整一天在学校进行音乐或绘画方面的学习”（60.8%）、“在商店或饭店帮忙”（58.4%）、“在附近的田

地里挖掘红薯或割稻”（55.9%）、“和趣味相投的成年人一起活动”（53.6%）、“希望老师为自己辅导功课”

（53.5%）和“向本地区居民学习传统游戏”（52.8%）。 
如今，很多人觉得孩子们在繁忙的生活中逐渐丧失了生存的欲望和活力，但是试想一下当上述各项活

动成为现实时会是怎样一幅光景，我们不是又可以看到双眼生辉、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的孩子们的身影了

吗？只要有时间和机会，孩子们参加各项活动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并且，这些活动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

和学校教育有关的领域，还包括参加地区组织的活动或各种文化活动、帮助照顾老人小孩等，可以说是孩

子们的终身教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活动不是为提高学习成绩而进行的具有功利目的的活动，而是

有利于孩子们在自主自律的游戏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活动。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了两大问题。第一，学校成绩对孩子们周末生活的影响极大。究其原因，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各个家庭文化社会背景有所不同，但是从教育改革的方向即提倡通过解决问题式的学习

和体验地区生活培养孩子们顽强的生存能力这一角度来看，原因在于人们习惯于用学校的尺度去衡量孩子

们的活动范围及积极性的差异。这一问题急待解决。 
第二，社会究竟能否为孩子们提供上述活动的机会，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们发现，比起充实设施、设备等硬件建设，加强软件建设即通过参加学校、地区的活动和积极利用

各项设施来增加面对面的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调查中我们还询问了父母周六、周日是否在家。结果，两天中至少有一天父母都在家的家庭达到

63.9%，但只有 33.2%的家庭周六、周日父母都在家。相反，25.6%的父亲和 18.2%的母亲周六、周日两

天都要工作。总之，周末父母都休息的家庭、父母的一方休息的家庭和父母都要工作的家庭各占 3 分之 1。 
值得注意的是，孩子们互不相同的周末生活并非直接起因于父母要工作。由于现代家庭生活模式丰富

多彩，学校周六放假使孩子们在经历和学习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这样的反差因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

正在不断扩大。 
确实，和父母相处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更为重要的是共同活动的质量。父母即便在家，如果只是拖

拖拉拉地睡懒觉的话，远不如邀请孩子一起做菜或一起进行手工制作的一声招呼。关于这一点，设问中对

孩子们参加周六活动的积极性进行统计的所有项目均呈现出正比关系。 
因此，本次调查证实了父母完全有可能有意识地关心孩子、丰富其生活经验。但是，不可否认，有些

父母对孩子如何渡过周末不太关心，也有一些家庭无暇顾及孩子的业余生活。那么，有谁能取代父母来关

心孩子的业余生活呢？对那些不能得到父母足够照顾的孩子来说，社会是否能够取代父母为其提供丰富生

活经验、实现活动愿望的机会呢？ 
孩子们希望参加地区组织的各类活动的愿望非常强烈。为了使孩子们的愿望变成现实，必须广泛、持

久地采取相应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