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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 
◆范成敏 

（临沂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学校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必经历的重要人生旅程。教育不仅对于个

人还是社会，其重大意义是无可厚非的。“小学”。算是我们正式迈入学

海生涯的第一步。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性格习

惯等，都会在小学阶段奠定坚实基础。21 世纪竟争激烈，“不能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的口号一呼百应。孩子一人小学，就必须拉响号角时刻保

持备战状态，争分夺秒为取得好的成绩、进入好的中学而承受日益加重

的课业负担。在“应试教育”的主旋律下，孩子耍想“展翅高飞"。牢固

掌握基础知识以取得考试成功，无疑是不容否定。不过，我们真的有必

要以牺牲孩子的如花笑盾、金色童年为代价，来取得所谓的高分吗? 

中美日小学生课业负担基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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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家庭作
业太多。每天孩子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完成作业。作业涉及知识点
细小全面，主要为巩周基础为主。第二，课外资料太杂。除了学
校所发的必要习册之外，基本小学生都会另外购买老师要求的其
它资料。第三.辅导补习五花八门。“奥数”、“英语”、“作文”..
占据了孩子的周末。还有打着“为孩子的全面发展”旗号的钢琴
深,舞蹈谍,围棋课-...塞满了孩子的所有课余时间。成都发布的
2016 教育评价报告也明确指图;中小学生负担较重，睡眠不足比
往年更甚。媒体更是称教育减“负”。苦了孩子、富了培训班.....  

提到美国教育，浮现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的会是“轻松”、
“愉快”等等。然面美国基础教育也不是人们潜意识理所当然的
那么风光无限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如
火如茶。各式各类有关教育改革的策略性文件和报告都纷至脊
来，从强调五门新基硼课的《国家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到《美国 2016 计划》再到布什总统商调提出的《不让一个学生
掉队》。"不难推测美国教育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学业成绩也十分
重视。信息时代科技发展迅速，打好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对于
孩子的发展无可厚非。但我们应该明白,物极必反。据了解，美
国学生同样面临着竞争压力和升学问题，但他们的教育更注重培
养学生的习惯、思维和情感，开发学生的智力和潜能。特别是低
年级。他们的课堂就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随便”。没有整齐
划一的排排课桌，没有正襟危坐的小小身姿，没有目光朵滞的空
洞神色。与中国式的老师分分钟都想要多灌输一个知识点，课后
还要留足够的书本作业来巩周知识点的高度紧张状态面言，美国

的小学多采用教师包班制，即一个教师任教全班所有的课程，甚
至将某些课程整合在一起由一个教师同时教学。学生会分区上
课，有的会坐在地毯上听老师讲课，有的会围着一张桌子写字，
有的会凑在一起堆拼图.....这样看似“玩”的课堂，似事不可思
议。然后，学生表现出的对学习真正的兴趣与专注令人感动。他
们的精神状态是快乐的，乐观的，向上的。 

若说美国与我们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东西方差异，那么与我国
仅一术之隔。又有较深文化渊源的日本值得我们审视。日本的教
育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陷人了“应试教育”的困境。
为此，从 20 世紀 70 年代以来日本进行了“第三次教育改革”，
颁布了《关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计划标准》和《小学初中教学大纲》
等文件。其基本精神是:培养协调发展的儿童，培养儿童的创造
能力，精选教学内容，减少教学时数，增加课外活动，使儿童在
轻松、愉快的学习生活中健康成长。中国小学生的学习时间远超
过日本小学生,所学内容的份量更多和难度更高。其次无论在教
学计划内还是计划外,中国学生学习的自主选择权很小，同时还
面临着心理压力。可以说中国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较之日本学生更
为沉重。 

以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作为研究内容进
行深入研究，有利于相关教育部门、专家学者、学校以及教师在
立足教育、教学实践的基础之上，在已有的理论成果之.上寻求
进一步的突破与创新，在改善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现状的道路上迈
出新的步伐。毕竟，随着时间的更迭和实践的不断变化，小学生
的课业负担在其形式、内容等各个方面也都在发生变化。目前已
有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缺少相
应的针对性，不利于小学生课业负担现状改善工作的进一步推
进。因此，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更为细致、更为深入的研究，用
新的理论与构思，具体、可行的建议与措施来应对课业负担内容
与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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