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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年儿童普遍表现出一种对高学历的高期待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9年、2005年两次“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

相比，少年儿童的学历期望总的趋势越来越高（见图 1）。近年来，少年儿童对于学历的期望普遍调

高，对高等教育的期盼，即对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的期望比例，由1999年的61.1%增长到2005年的

83.4%，增长了22.3个百分点。尤其是对硕士和博士学历的期望值，分别增加了6.3和16.5个百分点。少

年儿童普遍表现出一种对高学历的高期待。 

 

 

 

注：1代表“初中”；2代表“高中或中专、技校、职中”；3代表“大专”；4代表“本科”；5代表

“硕士研究生”；6代表“博士研究生”。 

 

2．城市少年儿童的学历期望高于农村少年儿童 

在学历期望上，城乡少年儿童差异明显。城市少年儿童的整体学历期望高于农村少年儿童。全国少

工委办公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显示，1999年，在希望获得大专

学历的少年儿童中，城市占10.1%、农村占16.3%；在希望获得本科学历的少年儿童中，城市占10.4%、农

村占9.9%；在希望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少年儿童中，城市占14.0%、农村占8.9%；在希望拥有博士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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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年儿童中，城市占57.0%、农村占35.7%；2005年，在希望获得大专学历的少年儿童中，城市占

5.5%、农村占9.0%；在希望获得本科学历的少年儿童中，城市占8.8%、农村占10.0%；在希望获得硕士研

究生学历的少年儿童中，城市占17.0%、农村占16.2%；在希望拥有博士学历的少年儿童中，城市占

63.6%、农村占54.2%。 

3．多数中学生不愿意把职业教育作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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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职业学

校也是正确的选择”（90.4%）、“职业学校的学生也能成功”（95.4%）、“职业教育是国家创新和提

高实用技术的基础”（93.5%）、“国家要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学生去度职业学校”（76.7%）等观点，绝

大多数中学生是赞同的。然而，行为与观念明显相左。调查显示，多数中学生不愿意将读职业学校作为

自己的选择。其中，认为“即使自己非常适合读职业学校，也不会选择职业学校”的比例为52.3%，认为

“即使自己想去，父母也不会同意”的比例为49.8%，还有13.5%的中学生认为“只有成绩差的人才去职

业学校”，11.5%的中学生认为“学职业技术只能当工人，社会地位低”，29.9%的中学生认为“职业学

校的学生，收入比较低”，25.3%的中学生认为“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进不了政府机关”。 

4．过半职业高中学生对自己的身份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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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调查发现，50.7%的职业高

中学生对自己的身份不满意；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的比例为39.1%；41.0%的说自己上职业学校是因为

成绩不理想，只能上职业高中。他们认为职业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

（56.3%）、学生素质低（45.2%）、政府重视不够（41.9%）、学历不符合社会的高学历要求

（38.7%），缺少实习机会（32.5%）。 

调查还发现，找不到好工作和就业难是职业高中生担忧的主要问题，分别占65.4%和64.2%，其次是

担心挣钱少（40.0%）、学费高（30.0%）、人际关系难处理（30.0%），而且，这种状况随着年级的增加

而递增。 

5．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希望通过学习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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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调查发现，处理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50.3%）、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45.9%）、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能力（44.1%）、基本的知识

素养（42.4%）、人际交往能力（36.2%）、更好地认识世界和人生（32.8%）成为中小学生“最希望从学

校学习中获得的内容”。在上述6个方面中，有4项是与能力、方法密切相关的。 

调查还发现，以上几项内容在排序上存在群体差异。其中，小学生最看重的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59.1%）、基本的知识素养（53.3%），其次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2.1%）、更好地适应社会的

能力（33.9%）、人际交往能力（33.8%）、更好地认识世界和人生（30.1%）；中学生最看重的是处理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55.2%）、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能力（50.2%）、其次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38.0%）、人际交往能力（37.6%）、基本的知识素养（35.9%）、更好地认识世界和人生（34.4%）；

职高学生最看重的是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能力（56.5%）、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9.3%），其次是掌握

工作的实用技能（43.1%），这一点是与小学生、中学生有明显差异的。此外是人际交往能力

（35.6%）、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30.0%）、基本的知识素养（28.0%）。 

6．半数左右学生认为从教材中获得“实际技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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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认为当



前教材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缺陷：实际技能少（50.5%）、不注重能力培养（36.7%）、离实际生活远

（30.0%）、不能让学生明白知识的真正意义（30.1%）、不注重学生的参与性（29.6%）。职高学生认为

五个缺陷主要是：实际技能少（47.9%）、不注重能力培养（37.4%）、不能让学生明白知识的真正意义

（34.6%）、不注重学生的参与性（34.4%）、变化太快（30.2%）。其中，“实际技能少”高居首位，而

且比例过半或近半，不注重能力培养居第二位，也有较高比例。 

7．三成多中小学生希望从老师那里获得办事能力和独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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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最希

望从老师那里获得知识（60.4%）、办事能力（36.4%）和独立能力及交往能力（31.1%）；其次是树立信

心（26.9%）、道德示范（25.4%）、责任心（24.7%）、获得尊重（20.6%）、上进心（19.8%）、个人友

谊（12.1%）。同时，中学生、小学生又略有差异。其中，小学生最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三大收获是：

学习知识（53.3%）、独立能力（30.5%）、办事能力与责任心（29.9%），中学生最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

的三大收获是：学习知识（64.6%）、办事能力（40.2%）、交往能力（33.1%）。  

8．八成多中小学生主要从老师那里“获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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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到“你

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主要收获是哪些”时，中小学生首选学习知识（82.8%）、道德示范（36.5%）、责任

心（34.6%），其次是树立信心（29.0%）、办事能力（26.5%）、独立能力（25.1%）、上进心

（24.8%）、交往能力（13.2%）、获得尊重（11.2%）、个人友谊（6.8%）。中小学生的收获也略有差

异，小学生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主要收获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学习知识（81.0%）、道德示范（47.8%）、

责任心（34.3%），中学生位列前三的主要收获分别是：学习知识（83.9%）、责任心（34.7%）、树立信

心（31.3%）。 

对比学生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收获和他们的希望可以看出，学生对办事能力、独立能力、交往能力等

适应社会所必须的能力表现出较强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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