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实施“学校双休制”后父母的认识 

－从对父母的调查看起－                      三枝惠子

 
日本文部科学省以“学校双休制”的实施和削减 30%的教学内容为支柱，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了修改。

对此，人们纷纷指责这一举措使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下降，并已上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确实，最近社会各

界频频反应年轻人的学习能力明显下降。比如说，高中生“不识字，不会写文章，理解不了考卷的问题，

不懂算术中的分数，解答不出小学程度的理科问题”；大学“不得不聘请高中老师为刚入学的新生补课”；

许多企业的经营者也认为“新职员基础学力不够”。家长们在为孩子的学习能力下降感到不安和焦躁的同

时，也很在意孩子们周六的生活以及周六放假给家长带来的负担。更有甚者，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差距

以及私立学校在升学率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人们对课外补习班的评价和期望前所未有地不断高涨。面对

来自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各个公立学校正在积极寻求相应的对策，例如，精选合适的活动，通过实施两学

期制确保教学时间，推广小班教育或按程度分班教育，提高教师素质和周六将学校对外开放等。本来，实

施“学校双休制”是为了减轻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培养感情丰富的一代新人。但是事实上，实现这一教育

目标的方法和具体方案仍未找到，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本章就在方方面面的批评、不安和困惑中于 2002 年 4 月开始实施的“学校双休制”制度，请家长们

对过去的半年作了一番回顾，并试图从中窥探实施“学校双休制”后孩子们的生活以及家长们对“学校双

休制”的看法、评价和认识。 
 

1、 调查对象的属性 

 

调查是于 2002 年 11 月以首都地区公立学校 4、5、6 年级学生的家长为对象，通过学校发放问卷进行

的。结果总共回收到 825 份问卷（母亲 751 人、父亲 71 人、其他 3 人），并以 751 位母亲和 71 位父亲即

总计 822 人为有效样本进行了数据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父母们的职业形态。母亲中 23.2%的人全天工作，34.4%是埋头家务和育儿的专职主妇。

父亲中95.3%的人全天工作，成天忙于家务和育儿的有1.6%。全天工作的母亲中，公司职员最多，达到39.0%，

其次则是公务员和教师，约占 30%。 

 
下面来看一下父母们周六、周日的工作情况。 

33.3%的母亲“周六、周日两天都休息”，加上“因为不工作，所以成天在家”的占 35.2%，大约 70%

的母亲周六、周日两天都休息在家，而周末的两天都必须工作的母亲只占 6.5%。在父亲当中，47.8%的人

回答说“周六、周日两天都休息”，说明大约 50%的父亲工作单位实行双休制。 

接下来简单地介绍一下家长们的简历。问卷中请家长们填写了最终从学校毕业时的年龄，18 岁时离开

校园踏上社会的说明是高中学历。母亲中高中学历的占 46.2%，22 岁时从学校毕业的占 18.2%，而父亲中

40.8%的人是 22 岁时毕业的。总之，母亲当中高中学历的人最多，而父亲当中大学学历的人最多，两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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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超过了 40%。另外我们还问讯了家长们的性格和类型。62.3%的人对音乐、艺术非常或比较感兴趣，44.8%

的人非常或比较擅长体育运动，可见家长中 40%到 60%的人对音乐、艺术感兴趣或擅长体育运动。但是，

自认为“兴趣爱好广泛、善于合理运用时间”的家长却很少。 

那么，父母是如何看待管教孩子这一问题的呢？他们对孩子的将来又抱有怎样的期待呢？首先来看一

下家长们希望孩子将来升入哪一级学校。30%的家长希望孩子升入“4 年制本科的国立大学”，18.6%的家长

希望孩子升入“4 年制本科的私立大学”，也就是说，希望孩子接受大学教育的父母占了一半。接下来看一

下家长们在家管教孩子的情况和家庭气氛。周六和周日当孩子“长时间观看电视或录像”、“玩游戏机超过

1 小时”或“晚上过了 10 点仍未上床睡觉”时必定会提醒和督促他们注意的家长超过了 40%。相反，“和

同学煲电话粥”、“早上睡到很晚”、“终日拖拖拉拉、无所事事”时很多父母不太予以提醒和制止。 

关于孩子们的居住环境的调查显示：由于调查区域是位于首都地区的住宅区，所以居住环境中以“老

住宅区”为最，达到 42.0%，其次是“公寓”和“新兴住宅区”，分别占到 34.6%和 17.4%，三者相加超过

了 90%。 

 

2、“学校双休制”与孩子们的生活 

 

1）孩子们生活上的变化 

关于“学校双休制”实施后孩子们生活上的变化，我们征求了家长们的意见。首先看一下作息时间的

变化。22.6%的家长反应“玩电视游戏和看漫画书的时间大幅度增加了”，而认为上述时间略有增加的家长

也有 43.5%，两者相加比例高达 66.1%。其次，被认为时间大幅度或略有增加的项目还有“与家人一起渡

过的时间”（59.2%）、“参加兴趣爱好活动和体育运动的时间”（57.4%）以及“和同学一起进行户外活动

的时间”（56.3%）。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家长深感孩子与家人或同学在一起的时间以及从事兴趣爱好活

动的时间增加了。由此可见，虽然大约 70%的家长觉得孩子玩电视游戏、看漫画书的时间增加了，但是感

到孩子和家人在一起或跟同学在户外玩耍或从事兴趣爱好活动、参加体育运动的时间有所增加的家长也很

多。 

另外，对于孩子们生活上的变化而言，9.9%的家长认为“父子、母子间谈话的机会明显增多”，加上

认为谈话机会有一定增加的家长，比例高达 56.8%；54.1%的家长深深地感到或相对感到“孩子精神放松、

情绪稳定”；感到“家庭气氛因此变得更宽松”的则占到 43.6%。当然，也有 46.0%的家长对孩子拖拖拉拉

虚度周末表示不满。 

 

2）周六的愉快程度、满意程度和家长期待的生活方式 

孩子们对周六放假是怎么看的呢？对此我们向家长了解了孩子们的反应，即“学校双休制”的实施是

否令孩子们感到快乐和满意。结果，感到孩子非常期待或比较期待周六放假的家长各占 26.0%和 55.3%，

两者相加，说明 80%的家长认为孩子期待周六的来临。 

但是，在被问到对孩子们周六的生活是否满意时，很多家长表示不满。表示非常满意的只有 4.2%，而

表示完全不满意的却有 7.4%，加上不太满意的 28.3%，总共有 35.7%的家长对孩子们周六的生活表示了不

满，超出“非常或比较满意（23.3%）”12.4 个百分点。 

 

那么，家长们希望孩子如何渡过周六呢？50%到 70%的家长希望孩子“接触自然”、“参加体育运动”、

“和同学一起玩”、“培养兴趣爱好”或“和家人一起渡过”。另外，在被问到正因为是周六所以希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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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活动时，得到回答最多的还是“希望孩子参加体育运动”和“希望孩子和家人一起渡过”。 

 

3）学校生活的变化 

“学校双休制”与学习能力下降论密切相关，并正在试图改变学校应有状态之根本。随着“学校双休

制”的实施，孩子们的学校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从调查可以看出，24.1%的家长--即每 4 人中就有 1

人完全认为“上课气氛过于紧张”，加上相对认为如此的 37.4%，超过 60%（61.4%）的家长感到课程太紧

张。其次，深感或相对感到“回家时间推迟”的家长占到 39.6%，觉得“平时和同学一起玩的时间减少了”

和“由于教学进度加快，难以理解所教内容”的也都超过了 30%。总之，“学校双休制”实施后，出现了很

多问题。比如说，学校生活更紧张，回家时间更晚，平时没有时间和同学一起玩，由于教学进度加快令学

生在学习上跟不上等，而这些问题早在“学校双休制”实施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担忧了。 

实施双休制后，周一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受到了哪些影响呢？调查显示，感到“孩子早上起床很辛苦”

的家长有 10.2%，加上感到孩子起床比较辛苦的家长，比例高达 39.7%。另外，从“完全认为如此＋相对

认为如此”的比例来看，“穿衣进食拖拖拉拉、没有时间观念”、“总是显得没精打采”、“经常忘带东西”

和“心不在焉”的孩子均有 20%到 30%。另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去学校”的学生也有 33.4%，可以想像，

周六和周日的生活对孩子们周一的身体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 

 

4）对“学校双休制”的评价 

对家长们和孩子们来说，周六放假后好处更多呢，还是烦恼更多呢？统计表明，由于孩子看电视或玩

游戏的时间增多而感到担忧的家长最多，超过半数即 50.7%的家长认为完全或相对有这种担忧。其次，34.5%

的家长为孩子拖拖拉拉、无所事事感到担忧。与此相反，也有 30.9%的家长觉得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增加

使自己有机会发现孩子的新的一面。总之，当家长们看到孩子沉溺于电视游戏中或无所事事时确实会感到

不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周六放假后，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从而可能对孩子产生新的认

识，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一起参加兴趣或体育活动，这些都对加强父子、母子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学校双休制”实施后，家长们、尤其是周六也必须工作的家长对孩子们周六的生活比较关注。事实

上，在“学校双休制”开始实施之前，家长们就已经在担心如何才能过好周六这个休息天，并且担心是否

会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让自己增添更多压力。为此，我们就周六放假后父母的负担征求了家长们的意见。

结果，36.9%的人认为“和从前没有变化”，而感到“负担大幅度加重”、“负担加重比较多”和“负担稍有

增加”的家长分别占 9.6%、14.5%和 32.0%，即超过 50%的家长认为负担有所增加，可见家长负担加重的事

实难以否认。从父亲和母亲各自的反应来看，虽然差距不大，但是父亲中认为“和从前没有变化”的人所

占比例略高。 

那么，家长们是否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呢？根据调查结果，表示赞成的家长共有 49.0%，其中，

“赞成”13.6%，“相对来说赞成”占 35.4%；而表示反对家长共有 51.0%，其中，“反对”15.3%，“相对来

说反对”占 35.7%。也就是说，赞成派和反对派几乎各占一半。同时，父亲中表示“赞成或相对来说赞成”

的人达到 62.9%，赞成派所占比例高于母亲。 

综上所述，虽然家长们对教学内容的削减和学习能力下降表现出一定的担忧，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家庭

因为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能通过自然实践或体育运动增进父子和母子感情，所以对“学校双

休制”持肯定态度。 

 



5）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和“学校双休制” 

本来，实施“学校双休制”的目的是要赋予教育更多弹性，培养孩子们更丰富的精神世界。但是，由

于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削减了 30%的教学内容，从而引发了学习能力下降论并受到了指责。而“学校双休制”

实施后课时的减少也已成为一大问题。因此，我们就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听取了家长们的意见。 

家长们对教学内容削减 30%的看法如下：认为“根本不好”和“不太好”的家长分别占 31.8%和 23.7%，

两者相加比例高达 55.5%。再加上认为“相对来说不好”的人，对削减教学内容持否定态度的家长多达 80%

以上。那么，所谓学习能力下降，是指哪方面的能力，家长们批评和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呢？表 3－1 列出

了所谓孩子的能力的具体内容，并请家长预测在今后的教育中这些能力是会得到加强呢还是会有所下降。

关于“计算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超过 60%的家长认为将会“大幅度下降或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认

为“阅读量和阅读能力”将会下降的家长也达到 60%。另一方面，在某些项目上，均有超过 60%的家长认

为孩子的能力不会有什么变化，例如，“为同学或其他人着想的善良之心”、“集体道德”、“计划和实施各

项游戏和学习活动的能力”以及“基础运动能力”。那么，家长们预计哪些能力有望得到加强呢？对此，

最受肯定的项目就是“为同学或其他人着想的善良之心”，15.4%的家长认为将会大幅度提高或有一定程度

的提高。尽管如此，认为这方面的能力会得到加强的家长仍未超过 20%，而在其他项目上，则分别只有 10%

左右或者只有百分之几的家长认为能力会得到加强。 

表 3-1 您认为今后孩子的能力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大幅度下降       相对下降        不变         相对提高     大幅度提高

计算能力                                 19.5            42.8         35.5          2.1             0.0 

语言表达能力                             21.9            38.8         35.0          4.1             0.1 

阅读量、阅读能力                         22.4            37.5         34.2          5.9             0.0 

发表自身想法或意见的能力                 10.4            27.9         48.1         12.9             0.8 

一般社会知识或常识                        8.1            22.8         58.6         10.0             0.5 

基础运动能力                              7.1            22.7         62.9          6.0             1.2 

创造力和开动脑筋、解决问题的能力          7.4            20.9         57.6         13.6             0.5 

计划、实施各种游戏或学习活动的能力        6.1            16.1         64.3         13.1             0.4 

集体道德                                  6.4            14.4         66.1         12.5             0.6 

为同学或其他人着想的善良之心              4.9            11.1         68.6         14.4             1.0 

 

为了更具体地评价孩子们的能力，下面就来看一下各门学科的理解程度。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孩子对

“语文课”的内容“基本上都懂”的家长占 22.3%，对“算术”、“社会”、“理科”的理解程度的看法以及

对整体的看法也和语文课基本一致。但是，也有 30%以上的家长认为孩子“只懂了一半”或“比一半还少”。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和“学校双休制”实施后出现的学习能力下降的问题，

30.1%的家长表示“非常担心”，22.2%的人表示“比较担心”，这说明超过 50%的家长对现行的教育制度和

教学内容持怀疑态度。 

 

正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有可能下降，家长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弥补这一缺陷的呢？通

过调查了以了解上补习班的学生所占的比例以及开始上补习班的时期。统计结果显示，36.5%的孩子“正

在上补习班”。至于开始上补习班的时期，70.8%的人即绝大多数是从“学校双休制”实施前就开始上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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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了，而“学校双休制”实施后才开始上补习班的学生也有 30%左右。另外，还有 10%的学生是在暑假后

即看到第一学期的成绩表后开始上补习班的(包括“从今年暑假开始”和“最近刚开始”上补习班的人)。

不难看出，这部分学生的家长是在看到孩子第一学期的成绩不理想后、因为担心“学校双休制”实施后课

时减少才决定依靠补习班来提高孩子成绩的。从整体上看，虽然有 36.5%的学生在上补习班，但是并未像

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家长因为补习班在提高孩子学习能力方面成绩卓著而都让孩子去上补习班。由于最

近几年来经济不景气，上补习班所需费用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因此，家长们更希望政府

和学校能够拿出相应的对策。 

接下去看一下想考名牌中学的学生所占比例，18.9%的家长希望孩子参加升学考试。总的来说，人们

对公立学校的信赖程度有所减弱。 

另外，表 3－2 就新的学习指导要领和“学校双休制”的实施征求了家长们的意见。从“完全认为如

此”的家长所占比例来看，觉得“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差距越来越大”的人最多，达到 47.1%；

认为“孩子们周六、周日的生活应由各个家庭自行决定”的人占 38.1%，另外各有 30%的人认为“学习成

绩好和成绩差的孩子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和“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水平不得不依赖补习班”。相反，

对于“孩子们的兴趣得到发挥，学习欲望更强了”和“各个学校得以树立自己的特色”的观点，分别有 87.3%

和 70%的人持否定态度，表示“不太同意或根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可见，大多数人对于新的学习指

导要领和“学校双休制”的实施表示了否定和批判。 

 

表 3-2    对于实施新的学习指导要领以及“学校双休制”的意见 

 

                                          完全认为如此   相对认为如此   不太认为如此   完全不认为如此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差距越来越大           47.1            37.1           13.7            2.1 

孩子们周六、周日的生活应由各个家庭自行决定         38.1            50.6            9.7            1.6 

学习成绩好和成绩差的孩子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29.2            46.2           22.6            2.0 

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水平不得不依赖补习班             29.0            37.7           25.2            8.1 

绝对评价难以理解                                   23.1            43.8           27.5            5.6 

不知道孩子们上综合学习课时在干些什么               20.3            41.3           33.9            4.4 

希望学校周六安排补课或其他活动                     18.9            30.1           36.2           14.8 

更多的孩子只愿意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             15.1            43.0           39.8            2.2 

各个学校得以树立自己的特色                          5.5            24.6           51.5           18.5 

孩子们的兴趣得到发挥，学习欲望更强了                2.0            10.7           68.2           19.1 

 

1、 家长的业余时间观和“学校双休制” 

1）业余时间、自由时间的过法和充实感 

本次调查中，40%的家长表示“孩子们周六、周日的生活应由各个家庭自行决定”。我们认为这样的观

点与家长的业余时间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家长们是怎样渡过业余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呢？从统计结果

来看，“看电视、录像”的人最多，高达 62.8%，其次，50.2%的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43.9%的人乐于

“看书”。另外，母亲中“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看书”或“种植花草、干自己喜欢的农活”的人较多，

而父亲中“参加体育运动”、 “做木工、做菜”、“参加野外活动”或“观看体育比赛”的人更多，在这些

项目上，父母间的差异显得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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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问到通常和谁一起渡过业余时间时，35.8%的人表示是和全家人一起渡过，31.3%的人和孩子在一

起，20.3％的人喜欢单独行动，而夫妇俩一起渡过的只占 5.5%，可见在家庭生活中孩子比夫妇关系更受重

视。 

那么，全家人经常在一起干些什么呢？表 3－26 显示，经常和有时“与家人共进早餐或晚餐”的人各

占 52.6%和 38.7%，两者相加比例高达 90%。经常或有时“在晚上与家人团聚”的人占了 84.1%，“与家人

一起购物或外出用餐”的有 69.7%。 

对于这样的业余时间，家长们是否感到满足呢？从统计结果来看，只有 8.1%的人表示“非常充实”，

加上表示“比较充实”的人也只有 35.4%，还不到半数。在业余生活的满足程度方面，父母之间并没有太

大的差异。 

 

2）周六生活与父母和孩子、地区的关系 

表 3－3 显示了周六生活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共有 73.5%的家长表示有机会“和孩子一起去购物”，

其中经常有机会去的和有时有机会去的各占27.7%和45.8%；经常可以“耐心地给孩子做伴”的家长占14.2%，

有时可以这样的家长占 33.5%，两者相加达到 47.7%；经常或有时可以为孩子“辅导功课”的家长有 43.9%，

可以“一起出去玩”的则占到 38.8%，这些项目是父母周六和孩子一起活动时的主要内容。 

 

表 3-3  周六与孩子的关系 

 经常可以 有时可以 偶尔可以 不太可能 毫无可能 

一起去购物 27.7 45.8 19.6 4.3 2.6 

耐心地给孩子做伴 14.2 33.5 32.3 13.4 6.5 

辅导功课 12.2 31.7 29.7 15.8 10.7 

一起出去玩 10.7 28.1 31.3 20.3 9.6 

让孩子参加各种实践

活动 

8.7 25.2 33.4 26.4 6.3 

一起在室内游戏 6.3 22.4 32.8 19.5 19.0 

教孩子使用因特网和

电脑 

8.0 18.4 21.9 19.3 32.5 

辅导孩子进行运动 5.3 18.2 26.0 28.2 22.2 

一起修理房子或做木

工等 

5.7 14.8 26.7 28.7 24.1 

一起采集昆虫等 3.7 11.8 17.2 31.5 35.7 

和孩子一起参加露营

活动或自然实践教室

的活动 

3.7 11.3 16.2 28.3 40.5 

教孩子下围棋或象棋 1.6 7.0 11.6 25.8 54.0 

                       经常如此          有时如此          偶尔如此          不太如此         全非如此 

由于要工作、没有时

间跟孩子在一起 

9.2 15.2 23.1 23.1 29.4 

另一方面，在与居住地区的关系方面，大约 60%的家长表现得比较积极，16.5%的人经常参加地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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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庙会或其他活动，相对来说参加得较多的人也有 42.5%。此外，分别有 15.4%和 44.8%的家长表示经常和

比较多地与孩子一起参加地区组织的庙会或其他活动。显然，家长们在参加地区组织的庙会或其他活动时

多半是和孩子在一起。 

那么，如果有人希望自己参加地区或学校组织的活动时，家长们一般愿意在哪些方面给予协助呢？表

3－4 告诉我们，愿意“一起进行手工制作或教授烹调技术”、“听别人倾诉烦恼”和“为孩子们朗读故事或

诗歌”的人均超过了 20%。相反，分别有 60%的人表示完全不愿意“担任足球队或棒球队的教练”、“ 教授

围棋、象棋”、“传授该地区的传统艺术或技术”、“ 教授英语会话”、“ 传播有关夜晚星空中星座的知识”、

“教授钢琴、吉他等乐器的演奏方法”或“采集昆虫或植物等”等。对家长们来说，以指导者的身分参加

地区和学校的活动似乎比较难。 

 

表 3－4  如果有人希望您参加地区或学校组织的活动 

 经常可以 有时可以 偶尔可以 不太可能 毫无可能 

一起进行手工制

作或教授烹调技

术 

7.1 21.4 37.0 15.7 18.8 

听别人倾诉烦恼 10.3 17.3 35.6 18.6 18.2 

为孩子们朗读故

事或诗歌 

6.5 16.0 29.8 19.5 28.3 

教授因特网和电

脑的使用方法 

2.7 10.5 17.8 18.8 50.1 

对算术或语文学

习进行辅导 

3.4 9.5 21.4 28.1 37.6 

教授钢琴、吉他

等乐器的演奏方

法 

2.1 5.5 10.2 17.3 64.8 

传授家居修缮或

木工技术 

1.4 4.9 11.8 23.4 58.5 

采集昆虫或植物

等 

1.0 4.4 12.6 20.8 61.3 

教授英语会话 1.6 2.6 6.4 20.7 68.7 

担任足球队或棒

球队的教练 

1.1 3.0 4.1 12.9 78.8 

传播有关夜晚星

空中星座的知识 

0.9 3.1 8.7 22.4 64.8 

教授围棋、象棋 0.5 2.6 5.7 15.2 75.9 

传授该地区的传

统艺术或技术 

0.5 1.6 4.6 17.9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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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学校双休制”表示赞成的家长们 

 

最后，我们想就对“学校双休制”表示赞成的家长们的价值观和业余时间观做一番说明。在本次调查

中，对“学校双休制”表示赞成和相对赞成的家长分别有 13.6%和 35.4%，而表示反对和相对反对的家长

各占 15.3%和 35.7%，也就是说，表示赞成的家长（49.0%）和表示反对的家长（51.0%）在人数上基本持

平。为此，我们将表示赞成和相对赞成的 49.0%的人归类为赞成派，将表示反对和相对反对的 51.0%的人

归类为反对派，并对这两类家长进行了具体分析。 

首先看一下家长们的职业形态和工作状况。从对“学校双休制”的态度与父母职业形态的关系可以看

到，无论是全天工作还是从事小时工或在家专心做家务、带小孩，赞成或反对“学校双休制”的比例基本

一致。但是，周六、周日工作状况的不同却使家长们对“学校双休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周六、周日两

天都休息的母亲中，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的人较多，而只有周日才能休息的母亲中，反对实施“学校

双休制”的人更多。父亲对“学校双休制”的看法也显示出与母亲相同的倾向。接下来观察一下周六放假

后孩子们生活上的变化。从孩子们作息时间的变化中列举的数据代表了“大幅度增加＋略有增加”的比例。

在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中，62.9%的人感到“孩子与家人一起渡过的时间增多了”，而反对派中

有此感受的家长占 50.0%，两者相差 19.2 个百分点。其次，赞成派中认为“孩子参加兴趣活动或体育运动

的时间增多”的人也很多。而反对派中认为“孩子整天无所事事”的人比较多，比赞成派中有类似想法的

人多出 11.0 个百分点。 

对于孩子们生活上的变化，赞成派和反对派意见分歧较大的项目主要有“父子、母子间谈话的机会增

多”（赞成派 67.1%＞反对派 47.1%）、“孩子精神放松、情绪稳定” （赞成派 66.7%＞反对派 42.2%）、“家

庭气氛变得更宽松” （赞成派 66.3%＞反对派 26.7%）和“经常和父母或本地区居民一起活动” （赞成

派 35.8%＞反对派 23.2%），可见赞成派中持积极态度的家长较多，孩子、家长和居住地区人们的关系也比

较融洽。相反，反对派中则有更多的家长反应孩子“总是拖拖拉拉虚度时光”、“零用钱花得更多”或是“因

为无事可干，显得无精打彩”，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这些家长为什么要反对“学校双休制”的实施了。 

那么，孩子们的学校生活又有哪些变化呢？根据统计结果，反对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纷纷感到

“上课气氛过于紧张”、“ 由于教学进度加快，孩子难以理解所教内容”、“ 没有机会和老师进行充分的交

流”和“孩子从学校回来后显得疲惫不堪”，有这种想法的家长所占比例比起赞成派要高出 10 到 20 个百

分点。 

“学校双休制”确实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变化。那么，赞成派和反对派的孩子们对周六休息

的期待程度有何区别呢？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中，35.6%的人认为孩子非常期待周六的来临，

而反对派的家长中，只有 16.8%的人认为孩子喜欢周六放假，两者差异十分明显。并且，赞成派的家长中，

对孩子周六的生活表示满意的人所占比例也较高。 

至于实施“学校双休制”后给家长带来的负担，反对派中认为“负担大为加重”的家长所占比例较高，

加上感到“负担有所加重”的人，超过 30%的家长感觉到有压力。而赞成派中，只有 13.5%的家长感到有

压力，大约半数的人都认为“和从前没有变化”。 

家长们之所以如此评价“学校双休制”，和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好处及烦恼也有很大的关系。表 3

－5 的统计结果显示，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对于“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和孩

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增多，有利于发现孩子新的一面”和“ 周六可以去上补习班或兴趣学习班，周日则可

以休息”等“双休制”带来的积极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相反，反对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却对孩子

是否能够支配好自由时间深感忧虑和不安，很多人担心孩子“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间增加”、“成天无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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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或担心“让孩子上补习班、兴趣学习班或去体育俱乐部令家庭经济负担加重”，也有人因为周六父母

都要上班，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在家。 

表 3-5  赞成或反对“学校双休制”ｘ周六放假的好处和烦恼               （%） 

                                                         赞成                  反对 

好处∶ 

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72.0         ≫         24.1 

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增多，有利于发现孩子新的一面                  50.4         ≫         12.2 

周六可以去上补习班或兴趣学习班，周日则可以休息                    26.3         ＞         9.2 

孩子精神抖擞地参加周六学校对外开放活动，觉得很放心                 7.7                    2.7 

烦恼∶         

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间增加了                                        39.3         ≪         61.9 

总是无所事事                                                      22.2         ≪         46.6 

让孩子上补习班、兴趣学习班或去体育俱乐部令家庭经济负担加重        14.9         ＜         26.2 

由于周六父母都要上班，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在家                        10.4         ＜         28.9 

容易依赖兴趣学习班或补习班                                         8.7                    18.0 

＊表中列举的数据代表“完全或相对认为如此”的比例

＜和<<分别表示两者相差 10 个百分点以上和 20 个百分点以上

 

家长们究竟希望孩子怎样渡过周六呢？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希望孩子“和家人一起渡过”

或“轻轻松松地休息一下”，而反对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则因为担心孩子学习能力下降而希望孩子

“学习”或“参加学校的活动”。 

我们还以计算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道德等具体项目为例，比较分析了赞成派和反对派对孩子们的这

些能力今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所做的预测。不出所料，反对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中很多人认为包括“计

算能力”、“ 计划、实施各种游戏或学习活动的能力”、“ 集体道德”和“关心同学或其他人的善良之心”

在内的所有能力都会“大幅度或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一观点和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的观点

大相径庭。 

接着我们又比较分析了两组家长对同样受到批判的新的学习指导要领的看法。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

出，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中高达 50.6%的人认为“孩子们周六、周日的生活应由各个家庭自行

决定”，比持同样观点的反对派多出 25.8%。另一方面，反对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中很多人认同“公

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差距越来越大”、“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水平不得不依赖补习班”、“学习成绩

好和成绩差的孩子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和“希望学校周六安排补课或其他活动”等观点，这说明他们

在管教孩子和照顾孩子的生活、学习方面非常依赖学校和补习班。 

那么，作为家长能和孩子一起干些什么呢？表 3－6 告诉我们，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乐于

“耐心地给孩子做伴”、“为孩子辅导功课”、“让孩子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或“和孩子一起出去玩”，也就

是说他们非常重视父子和母子关系，也很重视让孩子更多地接触自然。这方面，反对实施“学校双休制”

的家长却在认识上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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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赞成或反对“学校双休制”ｘ周六与孩子的关系 

                                           赞成                反对         差距（赞成－反对）

一起去购物                                       77.5                  70.2                7.3 

耐心地给孩子做伴                                 54.6        ＞        41.4               13.2 

辅导功课                                         49.4        ＞        39.2               10.2 

一起外出玩耍                                     43.7                  34.1                9.6 

让孩子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40.2        ＞        28.5               11.7 

一起在室内游戏                                   31.6                  26.1                5.5 

教孩子使用因特网和电脑                           27.7                  25.4                2.3 

辅导孩子进行运动                                 26.5                  21.2                5.3 

一起修理房子或做木工等                           20.7                  20.4                0.3 

一起采集昆虫等                                   17.1                  14.3                2.8 

和孩子一起参加露营活动或自然实践教室的活动       15.6                  14.6                1.0 

教孩子下围棋或象棋                                8.9                   8.6                0.3 

＊表中列举的数据代表“经常做得到＋有时做得到”的比例

＜表示两者相差 10 个百分点以上

 

2、 总结 

 

通过对家长们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孩子期待周六放假，而家长们却对孩子周六的生活颇感不满。

赞成实施“学校双休制”的家长愿意以和家人在一起、参加兴趣活动或参加体育运动、家长和子女促膝谈

心等方式由家长和孩子自主地决定如何过好周六，并且有不少人认为，利用新增加的休息天做有意义的事

固然重要，轻松休息、尽情睡觉和什么都不去想的时间也很必要。因此，可以说家长们对业余时间和自由

时间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学校双休制”的实施。 

试想一下，包括节假日在内，孩子们一年中 55%的时间在学校渡过，剩下的 45%的时间在家里渡过。

为了进一步充实孩子们的业余时间、在家庭和居住地区开发全新的假日生活模式，各方面必须作出更大的

努力。同时，必须通过学校、地区和家庭内的各种实践活动帮助孩子们树立明确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另

外，家长们似乎也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学校和地区的活动，并为此努力拓宽兴趣、磨练一技之长、提高自

己的人格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