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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学生最喜欢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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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对学校现有课程，小学生们评价与兴趣各异（见表 3）。其中，小学生最喜

欢体育课，但数学、语文学得最好。 

 

表3：小学生对各学科的评价和兴趣（%） 

 

2．八成初中生最喜欢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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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在现行初中所设课程中，学生们最喜欢学的课程是数学，比例高达79.7%，居

所有科目之首（见表 4）。 

 

表4：初中生对各学科的评价和兴趣（%） 

  语文 数学 自然 社会 音乐 美术 劳动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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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外语 思想政治 

最喜欢 6.5 79.7 8.7 0.3 5.6 17.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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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初中生对各学科的评价和兴趣（%） 

 

3．高中生最不喜欢思想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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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现行高中所设课程中，外语、数学和语文学得最好的学生居多，不喜欢政治

课的学生比例愈两成（见表 5）。 

 

表5：高中生对各学科的评价和兴趣（%） 

 

续表5：高中生对各学科的评价和兴趣（%） 

 

4．多数中小学生“喜欢到学校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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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的少年儿童表示“喜欢到学校去上学”，而“很不喜欢”或“不太喜欢上学”的比例仅为1.8%和

5.0%。调查还显示，课堂内容也非常吸引少年儿童，高达90.8%的少年儿童“对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感兴

趣”，而对“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很不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比例分别仅有 1.6%和7.6%。 

调查表明，少年儿童在课堂上主动性也很强。81.2%的少年儿童表示“在课堂上喜欢回答老师提出的

最不喜欢 10.1 9.0 5.5 1.2 2.7 6.4 15.7

学得最好 10.5 28.1 3.9 0.3 4.3 24.2 3.0

最难 17.8 15.5 12.3 2.3 1.9 14.9 6.7

  音乐 美术 体育 地理 历史 计算机 劳动技术 

最喜欢 6.0 5.9 11.1 2.3 4.9 9.0 1.1

最不喜欢 11.0 8.5 7.4 6.3 9.7 2.4 4.2

学得最好 4.1 4.8 8.0 3.6 1.9 2.8 0.6

最难 6.1 3.6 3.8 4.2 5.4 4.2 1.3

  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外语 思想政治 

最喜欢 7.3 10.3 9.1 6.8 3.4 15.3 2.4

最不喜欢 5.5 11.8 10.8 9.3 3.1 12.0 20.7

学得最好 15.7 18.8 7.1 8.9 1.5 19.5 3.5

最难 6.4 19.1 19.3 11.4 1.6 18.3 9.4

  音乐 美术 体育 地理 历史 计算机 劳动技术 

最喜欢 7.5 6.4 8.6 1.9 7.2 13.4 0.5

最不喜欢 4.6 6.5 3.3 3.1 5.3 1.6 2.4

学得最好 2.8 2.9 5.1 3.5 4.9 5.6 0.3

最难 2.2 2.3 1.4 1.7 2.7 3.7 0.5



问题”，而“不太喜欢”和“很不喜欢”“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的比例分别为17.6%和3.2%。与1999年

相比，少年儿童的学习主动性有显著增强。1999年的调查表明，少年儿童“喜欢”、“不太喜欢”和

“很不喜欢”“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的比例分别为59.7%、27.2%和13.1%。比较发现，“喜欢”的比例

大幅度增加，增长了 21.5个百分点；“很不喜欢”的比例则迅速下降，降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 

5．因为兴趣而学习的中小学生不足30% 

2001年6月，中国儿童中心 “中国少年儿童素质状况”抽样调查中，通过对中小学生喜欢科目情况

调查发现，中小学的课程中，除了像物理、化学这样的操作性、探索性较强的课程会受到学生的喜欢

外，其它课程的喜欢比例随年级升高呈下降趋势。喜欢“语文”和“数学”的学生比例分别由小学一年

级的65.31%和60.77%降到初中三年级的39.04%和42.90%；喜欢“外语”的学生比例小学随着年级的增高

而增高，但初中“外语”随着年级的增高而下降；就连音乐、美术、体育这样极易引起学生兴趣的课程

都使学生感到厌烦。 

调查中同时发现，农村孩子选择喜欢“语文”、“数学”的比例比城市孩子高，以小学为例，城市

中的小学生喜欢“语文”、“数学”的比例在40%-55%之间，农村小学生喜欢这两门的比例在60%-70%之

间。但是，农村孩子喜欢“外语”的比例却低于城市孩子。 

探究原因发现，绝大多数孩子是因为自己“成绩好”才喜欢学的。也就是说，孩子们学习的动力完

全来自于对好成绩的追求。结果显示，在回答“为什么喜欢该科目”时，因为“成绩好”的比例基本在

80%左右，选择“老师讲解好”的占30%至40%，而选择“有兴趣”的则基本不超过30%。可见，相当多的

学生学习的外在动机高，内在学习动机缺乏。 

6．九成中小学生认为考试不能成为衡量学生素质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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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调查显示，八成中小学

生认为考试能促进学习。 

调查显示，81.1%的中小学生认为考试能够促进学习，但又有42.4%的中小学生认为考试妨碍了学生

素质的全面提高。持后一观点的学生基本上是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增长：小学生为29.2%，初二为40.2%，

初三为50.2%，高一53.6%，高二54.6%，高三53.3%。有高达90.8%的中小学生认为考试不能成为衡量学生

素质的唯一标准。  

7．有65.1%的少年儿童赞成老师公布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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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与1999

年相比，“老师公布分数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少年儿童的质疑，他们对这种做法的支持率大幅度下

降，但是，仍然有高达65.1%少年儿童赞成这种做法（见图 2）。 

 

图2：少年儿童对“老师公布全班同学考试分数的做法”的态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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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调查也显示了与上述两次

调查相似的结果。对于“成绩是个人隐私，不应该被公布”这一观点，中小学生们表示 “非常赞同”

“比较赞同”的比例分别为19.6%、21.8%，表示“比较反对”和“非常反对”的比例则分别高达32.4%、

26.2%。 

8．六成学生对成绩排名持赞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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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调查显示，对“你是否赞

同成绩排名”这一问题，62.1%的中小学生持赞同意见，其中14.7%的中小学生表示“非常赞同”。表示

“比较反对”“非常反对”的比例分别为18.7%、10.7%，另有8.5%表示“说不清”。 

调查还显示，中小学生们对成绩排名的作用有自己的见解。对于“成绩排名能使人清楚地认识到自

己的水平”，32.6%的中小学生表示“非常赞同”，37.6%的中小学生表示“比较赞同”，表示“比较反

对”和“非常反对”的比例分别为17.4%、12.4%；对于“成绩排名能提高学习积极性”这一观点的态度

比例分别为“非常赞同”（29.6%）、“比较赞同”（36.2%）、“比较反对”（23.4%）、“非常反对”

（10.8%）。 

调查中还发现，多数中小学生对成绩排名带来的负面影响认识清晰，对于“成绩排名会使排在后面

的同学难堪”，31.4%的中小学生表示“非常赞同”，表示“比较赞同”的比例为34.3%，表示“比较反

对”和“非常反对”的比例分别为20.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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