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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活质量区域性监控提升的实践与思考 

王俊山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主任 

 

摘要 

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日益受到关切，也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敏感话题。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促进学生的健全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需要来自理

论与实践的研究与突破。作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从学生学习生活质量调查入手，进而扩展到对学生学业效能的监控。经过持续的

调查，从整体上把握了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状况，并为区域提升学生学习生

活质量和学业效能提供了路径，也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大陆学生每天的课外作业时间与国外同类城市相比近乎

翻倍，睡眠不足的发生率达 71.4%，因“喜欢学习”而上学的学生不到 10%。这

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沉重的现状。  

以往人们在学校教育实践或探讨中，常忽视学生学习生活过程与教育过程的

区分，以教育过程取代学习生活过程。当代我国社会与学校教育变革的发展，将

生活问题引进了学术研究，学生学习生活也进入了教育研究的视野。从关注学生

学习转向探讨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全部，体现了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学习生活是指与学生学习相关的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载体及其体验。学习生

活质量是指学生学习生活的水平高低状况，既包括客观指标（如作业时间，资源

数量等）的多少状况，也包括主观指标（学习兴趣、课堂体验等）的高低状况。

它是学生学习生活状况最集中和最核心的反映。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

最终确立中小学生学习生活质量的四个考察维度：学习负担的承受度、学习过程

的愉悦度、学习环境的和谐度、学习资源的丰富度，以此作为衡量学习生活质量

的指标。 

以下拟结合静安区学习生活质量监控实践谈一下我们的探索与思考。每一个

部分都从问题——行动——成效来讲，最后展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一、揭开学生学习的另一面——学生学习生活质量调研解析 

（一）问题：如何用实证资料说明办学成效？如何回应代表关于负担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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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 

（二）行动： 

1．调查对象扩展 

以一所学校为点开展调查，调研对象逐渐拓展到两校、全区小学以及全区的

初中和小学（辐射状扩散）。 

2．调研内容完善 

我们从起初的“三领域”内容框架，即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现实状况和感受、

学生校外学习生活的现实状况和感受、与学习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影响学习生活质

量的有关内容，逐渐发展到目前的“四要素”结构框架，即第一，学习环境的和

谐度：主要指学生所处的人际交往环境状况；第二，学习资源的丰富度：主要指

学校、社区、家庭等所拥有的教育资源提供状况；第三，学习过程的愉悦度：主

要指学生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的过程状况和感受；第四，学习负担的承受度：主

要指学生课内外作业量、考试压力以及课外补习等状况。同时根据这四个要素形

成了十六个指标。 

3．加强分析反馈 

每次学习生活质量调研均形成专题的调研报告，向教育行政、业务机构、学

校进行反馈。 

（三）成效： 

1．形成并完善了监控的基本内容，研发了学习生活质量调研问卷。形成了

调研的基本流程操作与反馈方式。 

2．促进了学校对学生学习生活的关注，促进了学校自我监控机制的创建与

完善。 

（四）报告例析 

以下结合一次学习生活质量调查，简要呈现结果与分析。此次调查时间为

2010 年，对象为静安区 12 所小学、11 所中学的 3288 名学生。 

1．学业负担方面 

（1）小学生考试压力尚可，中学生考试压力较大，即随着年级的升高，学

生的考试压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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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20%

30%

40%

50%

压力很大 9.4% 10.0% 6.4% 18.3% 18.4% 19.2% 21.7%

压力较大 12.9% 13.3% 19.5% 20.6% 32.1% 31.8% 36.2%

一般 38.1% 34.6% 36.5% 39.9% 31.2% 35.9% 31.6%

压力较小 12.9% 13.5% 15.8% 11.0% 10.1% 6.6% 5.3%

压力很小 26.7% 28.6% 21.8% 10.1% 8.1% 6.6% 5.3%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图表 1  不同年级学生对考试压力的评价 

（2）小学生的睡眠时间基本充足，中学生睡眠时间相对不足；从三年级到九

年级，学生的睡眠时间呈明显递减趋势，即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睡眠时间越

来越少。 

0%

10%

20%

30%

40%

50%

60%

10小时左右及以上 37.4% 36.9% 35.5% 15.1% 8.6% 6.3% 3.7%

9小时左右 45.5% 43.1% 42.4% 43.7% 31.9% 23.4% 15.3%

8小时左右 13.6% 17.8% 19.4% 28.6% 34.4% 40.1% 27.3%

7小时左右及以下 3.5% 2.3% 2.7% 12.6% 25.1% 30.1% 53.7%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图表 2  不同年级学生在睡眠时间上的比较 

（3）无论小学生还是中学生，家长给孩子布置作业的状况普遍存在，随着年

级上升，家长布置作业呈现递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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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20%

30%

40%

50%

60%

70%

每天布置 30.0% 27.3% 22.4% 20.0% 13.7% 16.5% 13.6%

偶尔布置 52.9% 50.0% 50.0% 55.8% 56.6% 57.9% 50.5%

不布置 17.1% 22.7% 27.6% 24.2% 29.7% 25.7% 35.9%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图表 3  不同年级学生家长布置作业的状况 

2．学习过程方面 

（1）多数学生都经历到教师的提问，相比中学生，小学生感受到更多教师

的提问。 

0%

20%

40%

60%

80%

100%

9位以上 21.7% 25.2% 23.6% 9.1% 8.1% 6.8% 4.6%

6-8位 16.0% 17.6% 18.7% 16.9% 12.6% 9.4% 8.7%

3-5位 38.5% 39.5% 38.6% 39.5% 39.4% 37.3% 36.2%

1-2位 22.3% 15.5% 16.8% 28.3% 33.1% 37.3% 40.7%

0位 1.5% 2.1% 2.3% 6.2% 6.8% 9.2% 9.8%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图表 4  不同年级学生对教师提问情况的评价 

（2）多数中小学生反映教师对自己很热情或比较热情，虽选择“很热情”

的人数由三年级到九年级有所递减，但选择“较热情”的人数有所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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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说不清楚 1.2% 0.8% 2.1% 2.1% 4.5% 1.9% 3.2%

不热情 0.0% 1.2% 0.8% 2.3% 1.6% 2.2% 1.1%

一般 7.3% 5.2% 5.5% 7.5% 9.4% 9.2% 9.8%

较热情 16.3% 13.3% 17.5% 18.9% 26.5% 31.2% 30.9%

很热情 75.2% 79.5% 74.1% 69.2% 58.0% 55.4% 54.9%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图表 5  不同年级学生对教师对待自己态度的评价 

3．学习环境方面 

中小学生学生对自己班级的喜欢程度较高，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对班级的

喜欢程度呈小幅度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小学生比中学生更喜欢自己的班级。 

 

0%

20%

40%

60%

80%

100%

非常喜欢 81.0% 85.3% 79.3% 63.4% 52.0% 46.9% 45.4%

比较喜欢 16.0% 11.6% 16.0% 27.5% 32.0% 37.2% 34.0%

一般 2.7% 3.1% 3.7% 8.5% 13.7% 14.3% 16.4%

不喜欢 0.4% 0.0% 1.0% 0.7% 2.3% 1.7% 4.1%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图表 6  不同年级学生对班级的喜欢程度 

（2）母亲和同学是中小学生主要的倾诉对象，但严格来讲还是有些差异的，

小学生更多的是将自己的心里话讲给母亲听，到中学后，其主要倾诉对象逐渐转

向同伴或同学。另外，写日记或对谁都不讲也是中小学生常用的倾诉方式。 

表 7  不同年级学生倾诉的对象比较 

 父亲 母亲 教师 同伴（同 网友 其他亲人和 写日记 对谁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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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长辈 讲 

三年级 7.5% 37.1% 7.7% 21.4% 2.1% 4.6% 12.5% 6.9% 

四年级 9.0% 32.6% 3.7% 28.5% 1.9% 5.1% 11.1% 8.2% 

五年级 5.9% 27.1% 4.0% 28.9% 2.0% 4.7% 17.4% 10.1% 

六年级 6.3% 25.9% 2.6% 34.0% 4.7% 4.2% 12.1% 10.3% 

七年级 10.4% 24.2% 1.6% 32.1% 2.5% 4.5% 10.4% 14.4% 

八年级 7.8% 20.2% 1.7% 36.3% 4.9% 1.2% 13.2% 14.6% 

九年级 9.7% 17.9% 1.1% 38.2% 3.9% 1.6% 9.7% 17.9% 

4．学习资源方面 

小学生的自选课程数量多于中学生，学校提供的自选课程的数量随年级的上

升而下降。 

不同年级学生对学校提供的自选学习课程的评价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很多

较多

一般

很少

没有

 

图 8  不同年级学生对学校提供的自选学习课程数量的评价 

二、 绿色学业评价的区域探索——从学习生活质量走向学业效

能 

（一）问题：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即看重学业成绩，相对忽视学习生活 

（二）行动： 

1．将学习生活质量纳入学业效能 

2008 年，静安区承担教育部“十一五”重点课题“提高中小学生学业效能：

‘轻负担、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对学业效能的考察与评价成为研究的重要内

容之一。这样，把学习生活质量纳入学业效能评价的思路就生成了，操作也进行

了相应的调整。 

2．引入第三方评估方式，内外部评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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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评估具有更加客观，内部评估更为深入细致。两者结合，有助于增强研

究的信度，也更有利于现实的改进。为此，从 2007 年至今，静安区连续参加教

育部“全国学业质量分析、反馈、指导项目组”的评测，作为静安区学业效能评

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第三方评价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成效：  

1．构建学业效能评价提升框架 

下图（图 9）不仅反映了对学校学业效能评价的思路，也指出了学业提升的

具体路径。我们希望学校都能由原来的基础向第一象限发展，向 A点逼近。 

 

图 9  学业效能两维框架 

2．形成同步实施与反馈的基本方式 

在构建了由学业质量和生活质量组成的学业效能评价两维框架后，我们就在

区域层面上推进了这一评价，形成了如下的运作框架。 

 

 

图 10  学业效能评价运作框架 

建立数据库 量化分析 质性分析 

反 馈 

量 

反馈对象 反馈方式 

国家学业质量

监测 

区域学业调研 

区域学习生活

质量调研 

基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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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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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 

业务机构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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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让学习本身成为一种幸福——提升学生学习生活的区校行

动 

（一）问题：成长空间比较匮乏、学习生活比较单一 

（二）行动： 

区校联手打出组合拳。 

1．区域行动： 

（1）关注学生学习负担的承受度：作业设计、培训与督导 

针对 17 门学科，连续三年寒暑假对教师进行作业设计的专培训，提升教师

作业设计的能力。 

（2）关注学习过程的愉悦度：优化教学环节、提升教学能力 

开展三维目标（即大陆新课程改革所提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细化的研究，形成了《小学 1—5 年级语文、数学、英语新课程教

学目标执行手册》。开展了具有本区特色的对话式培训、本体性知识培训，促进

了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3）关注学习资源的丰富度：加强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成立校本课程区域推进项目组，推进学校校本课程的建设。研发区域特色课

程资源：如“N 项体验活动”，中小学生《健康运动处方》， “英语村”、“游泳

课”、“创意梦工厂”等。 

（4）关注学习环境的和谐度：学校和家庭软环境的建设 

进行学校软环境建设水平的调查，以德育年会为载体，从“教室”、“班主

任”入手，寻找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生活质量的操作点。建立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立体化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 

2．学校探索： 

（1）控制作业量与质，减轻学习负担的承受度（作业的校本监控） 

（2）优化教与学过程，提升学习过程的愉悦度 

（3）营建宽容理解氛围，增强人际环境的和谐度 

（4）加强开资源发利用，提高学习资源的丰富度 

（三）成效： 

1．形成了区域提升学习生活质量的良好氛围：静安区学校普遍认为，一所

学校只有在关注学生的学业水平的同时关注其学习生活质量，对不同起点的孩

子，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促进发展、完善，那才可以称为一所有魅力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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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如教师的

拖堂情况、学校挪用副课的情况、学生作业的数量、学生的到校离校的时间等指

标，从监控数据反映，都在不断好转，有的已经彻底改变。 

3．形成了区域资源配置共享的有效模式：区域资源如何有效研发、统筹配

置、互惠共享，静安区已基本形成了一个运行与管理的机制。 

四、 学习生活质量项目带来了什么——我们的启示 

这些探索带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1．由刚性约束向专业引导发展 

纯粹的一纸行政命令并不

能有效地减负，因为这样的命

令我们不止一次下达过，如果

管用，问题早已解决了。 

这一幅漫画可以说明，摆

脱禁令式思维，是冲破应试教

育“篱笆”的前提。 

不能总是禁止什么，更应

该对应该怎样做进行更深入地研究，进行有效的专业引导。因此，加强专业引领

与指导非常重要。静安区进行学习生活质量调研可以算是一种正向的积极引导。

从区域行政开始，引领学校主动关注学生学习的另一面。 

2．由突击检查向常态监控发展 

突击检查导致的负效应很多，往往是应一时之需的权宜之计，而非从长远角

度考虑的可持续发展。学校为了应付检查不得不进行造假，不仅劳民伤财，更为

重要的是，在价值观等方面对学生造成了扭曲性的影响。因此，形成常态的运行

机制非常重要，静安区在学生学习生活质量调研中，也在加强这一方面机制的形

成与完善。同时，还结合静安区教学常态调研，搜集相关的事实资料。 

3．由经验行动向科学研究发展 

现实中的行动（或行为）不少，但如何提升行动的质量，需要加强科学的研

究。学习生活质量从一开始，就由区科研室专职人员结合实践工作加以探索实施，

后来，又申报了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以课题组的形式进行科学、有序地推

进，为实践的完善和成果的提炼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由外源性他控向内生式自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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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校不作为责任与管理主体对办学状况进行自我审视，仅靠来自外部的

他控式评估，很难引发学校自我提升的意愿与行动。因此，注重提升学校自我监

控能力，变“要我做”为“我要做”是学校办学和区域教育整体提升的深层动力。

教育局和教育学院为学校的展示交流提供搭台等支持性的服务。 

5．由专制权威向咨询协商发展 

区域教育发展的活力，来自于教育行政、教育业务、学校的三方合力。作为

区域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教育行政采用咨询协商的工作方式，有利于教育的

良性持续发展。这也是目前国家教育改革推进的思路。2010 年 11 月成立了第一

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这是发挥教育科学研究价值功能的重要体现，也是科学

决策的重要载体。静安区很好地践行了这一模式，自“九五”就逐渐形成了“一

车双轮”机制，即教育局与教育学院两个轮子，为教育改革的深入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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