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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学生平均每周上课55节 

2005年国家统计局 “中小学学生学习生活状况专向调查”显示，在调查的上一周，中学生平均上课

55节，平均每天上课11节。其中，高中生平均每天上课12节，初中生9节。高中生平均每天有3节自习

课，初中生有1节自习课。初、高中生每天所上文化课的节数基本接近，高中生略多。调查同时显示，中

学生自习课经常被占用，具体情况为：“经常占用” 22%，其中，初三年级最高（33%），高二年级最低

（18%）；“有时占用” 40%（各年级比例相近）。体育或音乐、美术课被改上其他课程的情况为：“经

常占用”和“有时占用”合计超过25%，初三年级为40%。与中学生相比，小学生每周课时相对较少，平

均每周上课32节，其中体育课近3节，艺术（音乐、美术等）课近4节。                     

2．中学生平均每周考试测验3次 

2005年国家统计局“中小学学生学习生活状况专向调查”显示，在调查的上一周，中学生语文、数

学和外语课的平均考试与测验3次。其中，高中生为3次，初中生为4次。 

3．中小学生喜欢的学习方式和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存有差异 

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出版社共同主持的“中小学生学习与

发展调查研究”课题调查结果表明，学生们对学习方式有自己的选择（见表 6）。 

 

表6：“学生对各种学习方式的看法”调查结果（%） 

 
最喜欢的学习方式 认为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 总计 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 总计 

实验 19.4 31.5 24.2 25.9 11.0 18.5 18.5 17.0

用电脑 23.9 21.1 20.1 21.2 19.6 12.2 8.9 12.1

读课外书 14.6 11.3 12.1 12.3 10.8 7.0 4.4 6.6

听讲 9.5 6.9 8.7 8.3 14.0 21.3 25.7 21.9

聊天 3.6 7.6 10.7 8.2 2.2 2.5 4.0 3.1

去图书馆 8.3 5.8 5.8 6.3 8.3 4.7 3.3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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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学生最喜欢的学习方式依次为实验、用电脑、读课外书；学生认为最有效的

学习方式依次是听讲、作业练习、实验和用电脑。显然，学生喜欢的学习方式和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学习

方式之间存有明显差异。 

4．上课举手提问的比例随年龄增大而递减 

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出版社共同主持的“中小学生学习与

发展调查研究”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中小学生们在“上课听讲遇到问题时”，他们更愿意在课后请教老

师或同学。随着年级的增高，当堂举手提出问题的人数比例急剧减少，翻阅教科书或参考资料自己寻找

答案的人数比例则逐渐增多（见表 7）。 

 

表7：“上课听讲遇到问题时”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5．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改变将直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调查显示，对“教师课堂教学

形式灵活多样”、“同学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老师既传授知识，又注意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动手能

力”、“老师在课堂上允许同学提不同意见”、“老师能结合日常生活实力来加强同学对知识的理解”

等选题，中小学生认为“大部分是”的比例均超过五成，分别为52.2%、54.6%、56.9%、78.1%、76.0%；

认为“小部分是”的比例分别为41.1%、39.9%、34.9%、17.0%、20.4%。 

调查还显示，中学教师比小学教师更注意运用多媒体、计算机来辅助教学。对于“老师在教学中注

意运用多媒体、计算机来辅助教学”，认为“大部分是”的中学生生比例为43.1%，小学生的同类比例为

23.9%。数据表明，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有了较大改变，这种转变将直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5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分

别有46.9%和32.7%的少年儿童认为在课堂上，老师“经常”或“有时”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另外，

还分别有59.3%和23.3%的少年儿童认为在课堂上，老师“经常”或“有时”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调查表

明，49.6%和30.7%的少年儿童“非常喜欢”或“比较喜欢”在课堂上参加小组讨论。 

6．近四成中小学生认为上课只被要求认真听讲 

看电视 4.9 5.2 6.2 5.6 0.8 1.4 1.1 1.1

作业练习 6.7 3.6 5.4 5.0 13.8 17.7 21.1 18.5

参观 3.8 2.4 4.3 3.5 2.0 0.8 0.6 0.9

考试 3.0 2.8 1.0 2.1 11.5 9.4 6.1 8.3

背诵 2.3 1.8 1.4 1.7 6.0 4.7 6.4 5.7

 
当时举手提

问 

课后请教老师、

同学 

回家问家

长 

自己找答

案 

什么也不

做 
其它 

小学 13.8 55.1 15.9 12.6 1.1 1.6

初中 5.7 62.6 3.7 21.8 1.0 5.2

高中 2.9 62.8 0.7 27.1 2.7 3.9

合计（人） 200 2049 156 751 59 131



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调查发现，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的现状依然存在。调查中，对于“学生只是被要求认真听讲”、“老师讲课基本是重复课本内容”、 

“老师在课堂上经常让学生做大量习题”等选题，中小学生们认为“大部分是”的比例分别为39.0%、

34.1%、12.1%。调查还发现，中小学生对上述三选题的比例，因年级、城乡差异区别明显（数据见表 

8）。 

 

表8：中小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现状比较（%） 

 

数据说明，随着年级的升高，中小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现状更趋明显，且农村中小学生被动接受知

识的状况较城市同龄人更为严重。 

7．中小学生人均拥有教辅资料近10本 

2005年“中小学学生学习生活状况专项调查”显示，除了学校发的课本，我国中小学生人均拥有各

类教辅资料近10本。其中，小学生平均每人有教辅资料近8本，分别为语文3本，数学近3本，外语2本。

在上学期，中学生人均购买教辅资料近11册。其中语文、数学、外语各两册。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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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调查报告》（摘要），2001年6月。 

 
小学生 中学生 职高学生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老师讲课基本

是重复课本内

容 

大部分是 38.6 31.8 31.1 36.5 40.8 42.2

小部分是 56.4 59.6 62.2 55.7 55.4 52.6

说不清 5.1 8.6 6.7 7.9 3.8 5.2

学生只是被要

求认真听讲 

大部分是 35.7 41.0 37.5 43.4 48.3 42.2

小部分是 54.1 46.3 51.3 48.1 43.2 48.3

说不清 10.2 12.7 11.3 8.5 8.5 9.5

老师在课堂上

经常让学生做

大量习题 

大部分是 12.1 17.7 9.5 12.2 10.9 16.1

小部分是 75.7 74.0 75.3 73.6 74.4 71.7

说不清 12.1 8.3 15.2 14.2 14.7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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