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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人生理想和适应社会竞争是中小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9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调查研究显

示，中小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列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将来为社会做贡献”（46.5%）、 “实现理想”

（19.8%）、“将来找个好工作”（12.6%）、“喜欢学习”（7.8%）、“让父母满意”（6.3%）。 

2005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调查研究显示，中小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列居前五位

的分别是：“实现理想”（69.5%）、“将来找个好工作”（59.8%）、“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58.3%），“让父母满意”（46.5%）、“使自己更聪明”（39.2%）；  

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状况调查”课题研究显示，中小学生学习的

主要目的列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实现理想”（60.0%）、“将来为社会做贡献”（44.8%）、“将来找

个好工作”（37.9%）、“发挥自己的潜能”（37.1%）、“适应将来社会竞争” （28.4%）。  

课题组专家认为，当代中小学生学习目的明确，以实现人生理想和适应社会竞争作为主要学习目

的。数据同时说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小学生的学习目的既体现了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又更理性务实，凸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上述调查中，“使自己更聪明”、“怕老师批评惩罚”等选项也占有一定比例（见表 1）。 

 

表1：中小学生学习目的（%） 

注：1999年的调查是采用单项选择的方式，2005年、2006年的调查是采用多项选择的方式，所以选

项的具体比例有所区别。 

  1999年 2005年 2006年 

让父母满意 6.3 46.5 23.0

喜欢学习 7.8 30.3 15.1

使自己更聪明 - 39.2 14.5

怕老师批评惩罚 0.7 7.1 1.7

担心同学看不起 0.6 7.6 2.3

不知道为什么 - 0.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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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乡中小学生学习目的群体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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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2006年

“中国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城乡中小学生学习目的群体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在

“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适应将来社会竞争”、 “使自己更聪明”三个选项上，城市中小学生比农

村中小学生的学习目的相对务实（见表 2）。 

 

表2：城乡中小学生学习目的比较（%） 

 

3．仅有8%的小学生因为喜欢读书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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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学生上学以“考大学”为学习目的，其中小学生的人数比例为14%，超

过初中生4个百分点；以“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为学习目的的人数比例年级差异显著，分别为小学

（13.4%）、初中（23.2%）、高中（33.0%）；因为“喜欢读书”而学习的比例不高，分别为小学

（8%）、初中（11%）、高中（5%）。 

4．“感恩父母”成为城市独生子女的首要学习目的 

199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现状与教育”调查显示，我国城市中小

学生独生子女的学习目的前10名排名为： 

①“报答父母的爱”（76.9%）；②“将来为国家作贡献”（66.3%）；③“很好地发展自己”

（66.1%）；④“为将来开创一番事业创造条件”（66.0%）；⑤“满足家长对我的期望”（64.5%）；⑥

“将来在社会上更好的竞争”（59.7%）；⑦“为社会服务”（56.8%）；⑧“升学时，能上好学校”

（56.0%）；⑨“将来能找到适合我的工作”（50.8%）；⑩“让别人看得起自己”（47.9%）。 

后10名排名为：①“不努力学习，就会受到家长的指责或惩罚”（19.5 %）；②“能挣更多的钱”

（27.8%）；③“希望同学们佩服自己”（28.7%）；④“提高在同学中的威信”（29.9%）；⑤“喜欢所

学习目的 
2005年 2006年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56.8 59.2 39.2 49.6

实现理想 69.9 69.3 58.3 61.4

将来找个好工作 62.6 58.4 37.7 38.0

适应将来社会竞争 43.1 36.4 30.6 26.4

让父母满意 45.2 47.1 20.5 25.0

喜欢学习 33.1 28.9 18.0 12.7

使自己更聪明 44.7 36.3 16.8 12.6

发挥自己的潜能 - - 37.6 36.7

怕老师批评惩罚 8.4 6.3 1.7 1.7

担心同学看不起 8.6 7.0 2.0 2.5

不知道为什么 .3 .1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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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目”（30.1%）；⑥“得到老师的重视”（31.1%）；⑦“经常感到学习的快乐”（33.7%）；⑧“总

想弄懂不明白的问题”（36.2%）；⑨“证明我的价值和能力”（43.1%）；⑩“将来能找到社会地位较

高的工作”（43.5%）。 

可见，近八成城市独生子女将报答父母、感谢父母作为学习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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