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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 中 国湖 州和美 国西雅图地区 小 学生 的课外活动状况进行调 查发现 ： 中 国 小 学生的课外活动

以延伸课 内 学 习 的 活动 为主 ； 特长培训班 占据了 多数小 学生的 周 末时 间 ； 体育锻炼 意识 薄弱 ； 社会 实践

和公益活动流于形式 ；
家务劳动意识不够 ；

休 闲娱乐 活动 以 聊天 为主 ，
上 网仅限 于休 闲娱 乐功能 ； 参加

课外活动 多是 出 于 家长的意 愿
；
家长对子女课外活动的经济投入

“

慷慨
”

，
而精力投入

“

各啬
”

。 对此 ，

应 丰富作业类型 ， 丰富课外活动类型 ，
增加体育类 活动 ， 培养学生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 的参与 意识 。 家

长在保证子女对课外活动 自 主选择的 同 时 ，
应投入更 多 的精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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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百科辞典 》 将课外活动界定为
“

学校的学生课外活动 ， 如科技竞赛 、 服务学 习 、 社 区

在课堂教学之外对学生进行 的教育活动 ， 是实施服务与社会实践 、 志愿服务活动等
［

3 ． 6
］

。 中 、 曰 、

德育 、 智育 、 体育
、 美育 的重要途径 。 对于扩大美中学生的调查 比较发现 ， 我国 中学生的课外活

学生的知识领域 ， 丰富学生 的精神生活 ， 培养和动最为贫乏 ， 没有参加任何课外小组活动 的 中学

发展他们的兴趣和特长 ， 促进他们全面发展有重生比例达 7 0 ％ 。 社会实践或社会服务
一般是到社

要作用
”

。 美 国 《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 》 将课外区盖章了事 。

［
7

］

中 、 日小学生校外活动的 比较研究

活动解释为
“

延伸到课堂之外 、 师生
一

起参加的发现 ，
我国小学生的校外活动基本上是课内学习

学校活动 。 它包括个别教学 （ 辅导 ） 、 开导以及其的延伸 ；
我 国家长往往不顾子女的兴趣 ， 强迫子

他形式 的牧师般的关照 ， 帮助学生们组织 田径 、 女参加与学 习有关 的培 训班 ， 特长班变成 了 补

文化 、 社会及业余爱好俱乐部的活动 ，
以及在假习班。

［
8

］

期里聚会 、 野营或考察
”

。 综合中 、 美课外活动的以往的研究要么时隔多年 ， 要么聚焦 中学生

定义 ， 文章将课外活动界定为学校以及学生个人的课外活动 ， 缺乏与美 国小学生的 比较 。 本研究

组织的课外的活动 ， 包括课 内学习 的延伸 、 特长采用方便取样法在浙江湖州 以及美国的西雅图 发

培训班 、 自 主性活动 、 体育锻炼 、 社会实践与公放学生 、 家长问卷各 4 0 0 份 。 湖 州地 区收回有效

益活动 、 家务劳动 、 休闲娱乐等 。 《 国家中长期教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各 3 8 0 份 ， 有效率均为 9 5％
；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 0 1 0
—

2 0 2 0 年 ） 》 明确美国西雅图地区收 回有效学生 问卷和家长问卷各

指出 ：

“

要丰富学生课外及校外活动… …给学生 留 3 5 2 份 ， 有效率均为 8 8％
。 剔除无效 问卷时家长

下了解社会 、 深人思考 、 动手实践 、 健身娱乐的或学生问卷任
一无效 ，

即作为无效问卷 。 结合对

时间……要加强学生社 团组织指导 ， 鼓励学生积小学生课外活动的界定 ， 将课内学习 的延伸 、 特

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
”

， 但我国 中小学生的长培训班 、 自 主性活动 、 体育锻炼 、 社会实践与

课外活动的开展不尽如人意 。 青少年课外活动主公益活动 、 家务劳动 、 休闲娱乐等七大类活动作

要是校内 学 习 的 延伸 ， 参加课外辅导班现 象普为学生问卷的维度进行调查 。 家长问卷是围绕 以

遍⑴
；

8 8％ 的小学生参加过语文 、 数学 、 英语为上七大类活动对小学生参与以上活动的意愿 、 父

主的各类补习班
⑴

。 国外相对更重视开展多样性母的经济和精力投人情况进行调查 。 此外 ， 辅 以

李梦霞／湖州 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 ， 华东师范 大学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 院 博士 研究生 （ 浙江湖 州 3 1 3 0 0 0 ）
；

王佩佩／湖州 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本科生 （ 浙江湖州 3 1 3 0 0 0 ） ；
王玲凤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 浙江湖州

3 1 3 0 0 0 ） ； 陈传锋 ／湖州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 浙江湖州 3 1 3 0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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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小学生课外活动的 比较研究


半开放式访谈 ，
对 以上调查进行深入访谈。 通过数据显示 ，

9 6 ． 8％（
3 6 8 人 ） 的 中 国 小学生

对 比中 、 美小学生课外活动及父母参与的差异 ， 有参与补习班的经历 ， 其 中几乎每天都参加的 占

分析我国小学生课外活动 中存在的 问题 ， 为我 国 2 1
．

1 ％（
8 0 人 ） ， 经 常参 加 的 占 6 0

．
5 ％（

2 3 0

小学生课外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人 ） ， 偶尔参加的 占 1 5 ． 3％（
5 8 人 ） ， 从未参加的

Ｔｉ仅占 
3

．
2 ％（

1 2
人 ） 。 形成强烈对 比的是 ，

6 3
．

6 ％
一

、 中美小学生参与课外宇 习活动概 ／兄及
…

比较分析 2 2
．

4 ％（
7 9 人 ） 的美国小学生偶尔参加补 习班 ’

（

一

） 课 内 学 习 的延伸 1 3 ． 9％（
4 9 人 ） 的美国小学生经常参加补 习班 ，

课内学习 的延伸包括学生的作业或 自 习 、 补几乎每天都参加的美国小学生为零 。

习班 、 学科竞赛 、 课外阅读等 。 调查结果发现 ，调查结果显示 ， 分别有 4 9 ．
5％（

1 8 8 人
）
的

中美小学生几乎每天都要参加的课内学 习延伸项中 国小学生和 8 6 ．  4％（
3 0 4 人 ） 的美国小学生参

目是作 业或 自 习 （ 分别为 ：
4 4

．
3％ ，

1 5 6 人 和加过学科竞赛 。 其中 ，
几乎每天都参加学科竞赛

7 0
．

5 ％
，

2 6 8 人 ） ， 其次是 中 国小学生 的补 习 班的 中国和美国小学生人数 比例分别为 2 ． 1 ％（ 8

（
2 1

．
1 ％

， 8 0 人 ） 、 课外阅读 （
3

． 6 ％
， 1 4 人 ） 和人

） 和 2
．
 8％（

1 0 人
） ； 经常参加学科竞赛的 中国

学科竞赛 （
2

．
 1 ％ ， 8 人 ） 以及美国小学生的课外小学生人数比例过少 ， 仅 占 6 ． 6 ％（

2 5 人 ） ， 经常

阅读 （
1 0

． 0％
，
3 5 人 ） 和学科竞赛 （

2
． 8 ％

， 1 0参加学科竞赛的美 国小 学生人数 比例较 高 ， 占

人 ） 。 中国小学生经常参加的项 目 比例由高到低依3 5
． 8 ％（

1 2 6 人
） ； 偶尔参加学科竞赛的 中国和美

次是补 习 班 （ 6 0
．

5 ％
，

2 3 0 人
） 、 作 业或 自 习国小学生分别为 4 0 ． 8％（

1 5 5 人 ） 和 4 7
．
 7％（

1 6 8

（
1 5

．
5 ％

， 5 9 人 ） 、 课外阅 读 （
1 6

．
1 ％

，
6 1 人 ） 、 人 ） ；

从未参加学科竞赛的 中 国小学生比例过高 ，

学科竞赛 （
6 ． 6％

，
2 5 人 ）

； 美国小学生经常参加占 5 0 ． 5 ％（
1 9 2 人 ） ， 而从未参加学科竞赛的美国

的项 目 比例由高到低的是学科竞赛 （
3 5 ． 8 ％

， 1 2 6小学生仅占 1 3 ．  6％（
4 8 人

） 。

人 ） 、 作业或 自 习 （
3 0

．
4 ％

， 1 0 7 人 ） 、 课外阅读值得一提 的是 ，
8 2

．
6 ％（

3 1 0 人 ） 中 国小学

（
2 5

．
 3 ％， 8 9 人 ） 、 补习班 （

1 3
． 9 ％

，
明 人 ） 。 就生有阅读的 习惯 ， 这一点值得赞许。 其中 ，

几乎

作业或自 习的参加频率而言 ， 中国小学生几乎每每天都进行课外阅读的小学生 占 3 ．
6 ％（

1 4 人 ） ，

天都参加的 占 7 0
．

5％（
2 6 8 人 ） ，

经常参加 的 占经常进行课外 阅读的 占 1 6 ． 1 ％ （
6 1 人 ） ， 偶尔进

1 5 ． 5％（
5 9 人 ） ， 偶尔参加的 占 1 1

． 3 ％（
4 3 人 ） ， 行课外阅读的 占 6 2

．
9 ％（

2 3 9 人
） ， 从未进行课外

从未参加的 占 2 ． 6 ％（
Ｕ） 人 ） ； 美国小学生几乎每阅读的 占 1 7

．
4 ％ （ 6 6 人 ）

； 形成鲜 明对 比 的是 ，

天都参加 的 占 4 4 ．
3％（

1 5 6 人 ） ，
经常参加 的 占有 5 4

．  5％（
1 9 2 人 ） 的美国小学生表示从未进行

3 0
．
 4 ％（

1 0 7 人 ） ， 偶尔参加 的 占 1 9 ． 6％（
6 9课外 阅读 ， 偶尔进行课外 阅读的 占 1 0 ．  2％（

3 6

人 ） ， 从未参加的 占 5 ． 7 ％ （
2 0 人 ） ；

可见
， 作业人

） ； 经常进行课外阅读的 占 2 5
．
 3％（

8 9 人 ） ，
几

是小学生课内学习延伸 的主要内容 ， 进一步访谈乎每天都进行课外阅读的 占 1 0 ． 0 ％（
3 5 人

） 。

结果显示 ， 只有 5
．

3 ％（
2 0 人 ） 的 中国小学生和（

二
） 社会实践与公益活动

4
．

5％（
1 6 人 ） 的美国小学生表示 自 己每天的作社会实践与公益活动包括社区服务 、 志愿者

业或 自 习时间少于半个小时 ， 大部分学生的作业活动等 。 数据分析发现 ，
1 9

．
7 ％（

7 5 人 ） 的中 国

时间偏长 。 中国小学生的作业范围多集 中在知识小学生经常参与到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之 中 ，
几

学习的领域 ， 作业变成 了笔尖上的劳动 ， 这一点乎每天参加 的 占 2
． 6％（

1 0 人 ） ， 偶尔参加 的 占

与美国小学生有很大的差别 。 《香港成报 》 2 0 1 3 6 3 ． 2％（ 2 4 0 人 ） ， 从未参加 的 占 1 4
．

5％ （
5 5

年 9 月 1 3 日 曾刊 出 《美 国小学生 的暑假作业 》 ，
人 ） 。 中国小学生参与过 （包括几乎每天参加 ，

经

包括野营 、 游泳 、 学空手道 、 看 电影 、 烤饼干 、 常参加和偶尔参加 ）
社会实践的人数高达 8 5

．
5 ％

玩电子游戏等 ，
此外还包含有

“

玩得开心
”

（
ｈａｖｅ（

3 2 5 人） ， 但进一 步的访谈结果发现 ， 实际意义

ｆｕｎ
）
。 学生快乐 ， 做 自 己喜欢的事情 ， 是美国小上真正参与的仅有 2 ． 6 ％ （

1 0 人 ） 。 与中国不同的

学生作业的最大特点 。 中 国小学生作业的 目 的是是
，

2 2
．

7％（ 8 0 人 ） 的美国小学生经常参与到社

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 而美国小学生作业的 目 的是会实践 和公益活 动 之 中 ， 几乎 每天 参加 的 占

自 己去发现 、 去想象 、 去探究 、 去成才 。 2 2
．

7 ％ （
8 0 人 ） ， 偶 尔参 加 的 占 4 5 ． 5 ％（

1 6 0

－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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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从未参加的仅占 9 ． 1 ％（ 3 2 人 ） 。 可见 ， 相（

5 9 人 ） 和 1 6 ． 5 ％（
5 8 人 ） 。 可见

， 中 、 美小学

对而言 ， 中国小学生社会实践与公益活动流于形生大多数均有参加特长培训的经历。 所不同 的是 ，

式 。 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空有形式 ， 在施行过程中国小学生在非周末 时间很忙碌 ， 无暇安排特长

中逐渐变了 味 ， 大多数小学生甚至为 了应付学校培训 ， 平时忙于作业等课 内学 习的延伸 活动 。 周

的实践活动要求 ， 托关系直接盖章 了事
［ 9 ］

， 这一 末忙于各种特长培训 ；
相对而言 ， 更多的美国小

结果有悖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初衷 。 在美 国 ， 学生每天有足够的时间参与特长培训类活动 。

学校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学校和社区是互助 （
五

） 体育锻炼

合作的关系 ， 学生和社区 的联系相对更为 密切 。调查结果显示 ： 分别有 4 6 ． 1 ％（
1 7 5 人 ） 的

美国学校更鼓励学生深入社区 、 服务社区 。 美国中国小学生和 4 5
．

5 ％ （
1 6 0 人 ） 的美国小学生表

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各种博物馆 、 科技馆 、 示经常进行体育锻炼 ； 几乎 每天参加体育锻炼的

海洋馆 、 艺术展 、 航空展 ， 走访企业 、 银行 、 诊中国小学生人数 比例相对较低 ， 仅占 5 ． 3％（
2 0

所 、 餐馆 、 商场 、 农场 ， 这些活动既增加 了 学生人 ） ， 美国小学生的 比例为 2 5 ． 3 ％（
8 9 人 ）

； 分别

对社会的认识和体验 ， 又培养了学生 的创新意识有 2 8
．

2 ％（
1 0 7 人 ） 的 中国小学生和 2 2 ． 7 ％（

8 0

和创造性思维 。 有 的学校甚至组织学生参观白宫 ，
人 ） 的美国小学生偶尔参加体育锻炼 ；

从未参加

了解政府的运作 ， 培养他们对政治的兴趣 。

［
1 °

］体育锻炼的中 国小学生人数 比例过高 ， 占 2 0
．
 5 ％

（
三

） 自 主性课外活动（

＂

7 8 人 ）
， 从 未参加体育锻炼 的美 国小学生仅 占

相对而言 ， 中 国小学生 自 主性课外活动过少。
6

．
5 ％（

2 3 人 ） ；
进一步的访谈结果证实 ， 中 国小

在问卷最后增设的开放性问题
“

你还参与 了或者学生的确普遍 不重视体育锻炼。 艺术类作为中 、

希望参与什么活动
”

， 美国小学生填写了参加非洲高考的加分科 目 ， 受到家长的追捧 ， 造成
“

体育

协会 、 气候答题竞赛等种类繁多的课外活动 。 很冷艺术特长热
”

的现象 ，
这对于小学生

“

健康第

多美国小学生表示 ，
最希望课余时间

“

使我开心
”
一

”

的 目标造成了冲击 。

（
ｍａｋｅｍ ｅｈａｐｐｙ） ， 做 自 己喜欢的事情 。 美国小学 （ 六 ） 家务劳动

生的 自 主性课外活动是多姿多彩的 。 除上述之外 ，调查结果表明 ， 中美小学生参与家务劳动的

他们的 自 主性课外活动还包括学生会 、 学校刊物 、 频率存在差异 ， 中 国小学生 家务劳动意识不够 。

学校俱乐部等 。 美 国小学生通过参加学生会 ，
不仅有 1 1 ． 6％（ 4 4 人 ） 的中国小学生每天都会帮家

仅可以组织修订课程计划 ， 代表学生发言 ， 还能人做家务 ，
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 ，

4 7
．

7 ％（
1 6 8 人 ）

联系城乡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计划 。

［
1°

］

美国的美 国小学生每天都做家务 。 经常做家务 的 中 国

小学生通过学校俱乐部 ， 提高他们某些领域的学小学生和美国小学生分别 占 2 9 ． 2 ％ （
1 1 1 人 ） 和

识与能力 ， 有些学校俱乐部还能够帮助
“

学困生
”

 2 8
．
4 ％（

1 0 0 人 ） ；
5 1 ． 6％（

1 9 6 人 ） 的 中 国小学

克服学习 中 的障碍 。 相对而言 ， 中国小学生更多生偶尔做家务 ，

2 3
．

9％（ 8 4 人 ） 的美国小学生偶

填写的是
“

希望休息
”

。 访谈发现 ， 多数中 国小学尔做家务 。
7

．
6％（

2 9 人 ） 的 中 国小学生未做过

生不习惯去思考还希望参加什么活动 ， 认为这
一

家务 ， 不存在从来不做家务的美 国小学生。 从调

问题可以由学校或父母决定 。 可见
， 中国小学生查的结果来看 ， 与美 国小学生相 比 ， 中 国小学生

自 主性课外活动 内容缺失 ， 现有的活动似乎使他参与家务劳动远远不够 。 参与家务劳动既可 以培

们身心疲惫 ，
只希望休息 。养小学生的责任感 ， 提高小学生的生活 自 理能力 ，

（
四

） 特长培训班又可以培养小学生的价值感 。 随后的访谈调査发

特长培训班包括乐器 、 舞蹈 、 绘画 、 游泳等 。 现
， 大多数小学生不会主动参与家务劳动 ，

他们

结果显示 ， 中 国小学生中几乎每天都参加特长培认为家务与 自 己无关 ，
父母也不需要他们做。

训班的 占 2 ． 6 ％（
1 0 人 ） ， 经常参加 的 占 6 0 ．

5％（ 七 ） 休闲娱乐 活动

（
2 3 0 人 ） ， 偶尔参加的 占 3

．
9％（ 1 5 人 ） ， 从未参休闲娱乐包括陪家人和朋友聊天 、 上 网 。 调

加的 占 3 2
．
 9％ （

1 2 5 人 ） 。 美国小学生从未参加特查结果表明 ， 美国小学生更注重与家人朋友 的交

长班的 比例最高 占 4 0 ． 1 ％（
1 4 1 人 ） ， 其次为偁尔流 ， 中 国小学生上网局限于休闲娱乐功能 。 中 国

参加的 占 2 6 ．
 7％（ 9 4 人 ） ，

经常参加特长班与几小学生陪家人或朋友聊天的活动 比例中 ， 几乎每

乎每天参加特长班 的 比例接近 ， 分别 占 1 6 ．
8％天都参与 的 占 2 6

．
3 ％（ 1 0 0 人 ） ， 经 常参与的 占

－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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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7 ％（
1 4 0 人 ） ， 偶 尔参与 的 占 2 6

．
3 ％（

1 0 0也是更多美国小学生能 自主完成作业或者 自 习的

人 ） ； 美国小学生同类活动中 ， 几乎每天都参与的原因之一 。

占 7 7
． 3 ％（

2 7 2 人 ） ，
经常参与 的 占 2 7 ． 3 ％（ 9 6补习班也是大多数中国小学生不得不参与的

人 ） ， 偶尔参与的占 1 3 ． 6％（
4 8 人

） ；
网络作为小课外活动 。 中国小学生在父母要求下参加补习 班

学生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之
一

， 中美小学生对网的 占 6 0 ．  2％（
2 2 9 人 ） ， 其次在学校要求下参加补

络的使用截然不同 。 结果显示 ， 美 国小学生的上习班的占 2 2 ． 4 ％（
8 5 人 ） ， 小学生 自 己要求参加

网时间 远远多于中 国小学生 ，

5 0
． 0 ％（

1 7 6 人 ）补习班的仅 占 1 7
．

4 ％（
6 6 人 ） 。 而美 国小学生相

的美国小学生几乎每天上网 ， 几乎每天上网 的中反 ， 倘若他们喜欢科学 ， 便 自 己提出参加科学补

国小学生只占 2 5
． 0 ％（

9 5 人 ） ；
经常上网 的美国习班 ， 喜欢文 学就 自 己 提 出 参与 文学补 习 班 ，

小学生占 1 3 ． 6％（
4 8 人 ） ， 中国小学生 占 2 5 ． 0 ％ 5 9 ．

 9 ％（
2 1 1 人

） 的美国小学生表示他们是 自 己

（
9 5 人 ） ； 偶尔上 网 的 美国 小学 生 占 9

．
1 ％（

3 2要求参加补习班 ， 学校要求的仅占 1 0 ％（
3 5 人

） ，

人 ） ， 中国小学生占 2 6 ．
3％（

1 0 0 人 ） ； 从不上网家长要求的 占 3 0 ． 1 ％ （
1 0 6 人 ） 。

的中国小学生占 7 ． 9 ％（
3 0 人 ） ， 不存在从不上网特长培训班是除课程补习班以外中国 家长最

的美国小学生 。 就上 网的主要 目 的而言 ， 我国小重视的课外活动 。 数据显示 ， 中国小学生参与特

学生上网 的主要 目 的是游戏 、 娱乐 、 聊天和收发长培训班的 ，
5 9 ．

2 ％（
2 2 5 人 ） 属 于家长要求 ，

电子邮件 ，
而美国小学生则主要利用网络去获取有 2 4

． 7 ％ （
9 4 人 ） 的 中国小学生 自 己提出参与特

信息 、 做研究和创造性 的活动 。 美国儿童有线 电长培训班 。 学校要求的最少 ， 仅 占 1 6 ．
1 ％（ 6 1

视广播公司 的调查结果显示 ，
6 7％ 的美国儿童上人 ）

。

“

特长培训班学生冷家长热
”

的现象 ， 导致

网是为了获取信息 ，
6 5％ 是玩游戏 ，

4 7 ％ 是聊天课外特长培训班的效果并不理想 。 形成鲜明对比

或使用 ＢＢＳ
，4 8％ 的儿童利用互联 网做研究和创的是 ，

7 1 ． 0％（
2 5 0 人 ） 的美国小学生 自 己要求

造性的活动 ，
4 6％ 的儿童下载 网上资料 。

ｕ °
］可见

， 参加特长培训班 ， 被家长要求参加 的 占 2 9 ． 0％

同样是对网络的使用 ， 中 国小学生更多的是使用（
1 0 2 人 ） ， 被学校要求 的为零。

了网络的娱乐功能 ， 而美国小学生更多的是使用中美小学生参与课外阅读意愿的差异也很明

了网络的探索学习和信息传递功能 。显
， 分别 有 1 8 ． 2 ％（ 6 4 人 ） 的美 国小学 生 和

二 、 中美小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意愿与家
下进行课外阅读

；

4 8
．

2％（
1 8 3 人 ） 的 中 国小学

1ｆｃＫｔＡ 1Ｗ ／Ｘ生和 4 ． 5％（
1 6 人 ） 的美 国小学生是在家长要求

（

－

） 中美小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意愿下进行课外阅读 ；
1 5 ． 5 ％（

5 9 人 ） 的 中国小学生

参与课外活动的意愿 ， 考察学生 自 己参与或和 7 7
．
 3％（

2 7 2 人 ） 的美国小学生是 自 己要求进

者将来可能去参与的课外活动是出于 自 愿还是家行的课外阅读 。 可见 ， 美国小学生家长和学校给

长或学校的要求 。 数据结果显示 ，
5 7

．
1 3 ％（

2 1 7予了小学生较大课外阅读 的 自 由 ， 中 国小学生家

人 ） 的中国小学生是 因为学校的任务而不得不完长和学校给予的要求相对更多 。

成作业或者进行 自 习 。 2 6 ． 6 ％（
1 0 1 人 ） 的 中 国总体看来 ， 美 国小学生 的 自 主性远远大于中

小学生是在家长的要求下完成作业或者 自 习 。 仅国小学生 ， 应家长要求参加某类活动的属于少数 ，

有 1 6
．

3 ％（
6 2 人 ） 的学生是 自发 自 觉完成作业 ， 美国小学生有很大自 由去发展 自 己 的兴趣。

完成 自 习任务的 。 截然不同的是 ， 美国 家长几乎 （
二

） 中 美小学 生家长对子女课外活动 的经济

没人要求子女额外进行作业或 者 自 习 。 3 ： 3 ． 6％与精力投入情况

（
1 1 8 人

）
的美国小学生 自 主要求完成作业或者 自调查数据显示 ， 经济投人方面 ，

3 2
． 9 ％ （

1 2 5

习 ，
6 6

．
4％ （

2 3 4 人 ） 的小学生是在学校 的要求人 ） 的中国家长每学期花费 5 0 0 元 以下用于子女

下完成作业或者 自 习 。 美国 中小学布置 的作业强的课外活动 ；
1 0

．
3％（

3 9 人 ）
的家长每学期花费

调实践 ， 贴近生活 ， 如 和家长 、 邻居谈历史 ，
和 5 0 0 ？ 1 0 0 0 元用于子女的课外活动

；

3 2
． 9％ （

1 2 9

祖父母谈有关遗产的话题 ， 或者设计旅行活动等人 ） 的家长每学期需要花费 1 0 0 0 ￣  3 0 0 0 元用于子

等 。

［

这些作业不是简单重 复课 内所学 的 内容 ， 女的课外活动 ；
2 3 ． 9 ％（

9 1 人 ） 的家庭每学期用

而是给予学生足够的空 间 和 自 我展示的机会 ， 这在子女的课外活动上的花费达 3 0 0 0 元 以上
； 中国

—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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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小学生课程补习 与特长培训的课外活动的对于学生的人品 、 性格形成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

经济投人印证了
“

再苦不能苦了孩子
”

的教育传对于小学生的培养 ， 除了课堂教学授予他们必要

统 。 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 ，
几乎所有的 中 国家长的知识外 ， 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通过课外活动来丰

都希望 自 己 的子女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 他们甚至富他们 的精神世界 ， 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 ， 拓展

花重金培养子女学习 。 相对而言 ，
绝大多数美国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 促进他们的个性发展 。 通过

家长 （
7 8 ． 1 ％

，

2 7 5 人 ） 经 济投人在 5 0 0 美元中美小学生课外活动的对比分析 ， 对中 国小学生

（ 考虑到 当地的收入与消费水平 ， 中国小学生家长的课外活动的开展有 以下启示 。

的经济投人以
“

元
”

为单位 ，
相应地美国小学生第一 ， 减少课 内学习延续类的作业量 ，

增加

家长 的经 济 投 入 以
“

美 元
”

为单 位 ） 以 下 ， 作业类型 ， 丰富小学生课外活动体验。 占据中 国

2 1
． 9 ％（

7 7 人 ） 的美 国家长对子女课外活动的经小学生大部分课外时间 的作业 ， 需要教育部 门 、

济投入在 5 0 0 
￣

 1 0 0 0 美元之间 ， 投资金额在 1 0 0 0教师 、 家长的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 。 中 国小学生

美元以上的为零。的作业和美国小学生眼 中的作业范围差异是很大

与经济投入形成 明显对 比的是 ， 更多 的中国的 ， 中 国小学生的作业多是课堂学习 的延伸 ， 是

家长 仅是 经济投人
“

慷 慨
”

， 精 力 投 人不足 。 笔尖上的劳动 ；
而美 国 的作业类型多样 ， 包括野

5
．

3％（
2 0 人 ） 的 家长可 以做到几乎每次都陪伴营 、 游泳 、 烤饼干等各种与学生生活息 息相关的

子女参加课外活动 ，
1 6 ． 1 ％（

6 1 人
） 家长可以做活动 ， 这样是为 了 让学生学会去发现 ，

去想象 ，

到经常参与子女的课外活动 ，

2 5
． 8 ％ （

9 8 人 ） 的去探究 。 随着素质教育 的推行 ， 人们虽然越来越

家长偶尔参加子女的课外活动 ，

5 2 ． 9％ （
2 0 1 人 ） 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 培养 ， 但对多样性课外活

几乎从来不参加子女 的课外活动 。 形成强烈对 比动形式的开发和重视仍然不够 。 课外活动作为素

的是 ， 美国的家长会积极参与到子女的课外活动质教育的重要方式 ， 不应该仅仅是课内教学活动

中 。 美 国小学 生家长几乎每 次参加 的 占 2 3 ．
6 ％的延伸 ， 也应是小学生领会知识 、 扩大视野、 开

（
8 3 人 ） ， 经常参加 的 占 5 7 ． 1 ％（ 2 0 1 人 ） ， 仅有阔思路 、 激发求知欲 、 培养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

1 9 ． 3％（
6 8 人 ） 的美国小学生家长偶尔参与子女要途径之一 。 因此 ，

无论是家长 、 学校还是其他

的课外活动 ，
没有参加过子女课外活动的家长数相关教育行政部门 ， 首先应该扭转 以提升课堂教

为零。 进一步访谈结果显示 ， 中 国家长对于子女学的成绩为唯
一导 向的作业理念 ，

适当扩展小学

课外活动 的参与度不高的原 因有 以下三个方面 ： 生作业的形式和 内 容 ， 丰富小学生 的作业类 型 ，

第
一

， 小学生的父母往往处于事业拼搏奋斗的阶丰富小学生的课外活动体验 。

段
， 往往没有精力陪伴子女的成长 ， 只能够用金第二 ， 减 少补 习 班或特长班类的课外 活动 ，

钱去弥补 ； 第二 ， 家长缺乏参与子女课外活动的丰富课外活动的类型 ， 促进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

意识 ，
使一些课外活动机构成了 小学生的托管机发展。 无论是为了提高小学生的综合素质 ，

还是

构 ； 第三 ， 家长对小学生学 习以外 的活动并不重为了促进小学生全面发展 ， 功利性的课外补习 或

视 。 在美国 ， 许多家长不仅要求学校向家长提供特长培训效果终究是不如意的 。 无论是学校 、 教

子女在校 的情况 ，
还要求参与课程设置 、 教职工育机构 ，

还是家长 ， 都应该克服功利主义的取向 ，

的评聘以及学校的行政管理 。

［

1 2
］

美国 的家长不仅理性认识补习班或者特长班在课外活动 中的作用 ，

监督子女的家庭作业 ， 同样也参与子女的学校活应适当减少小学生补习班和特长班类的课堂活动 ，

动 。 此外 ， 美 国 《不让
一个儿童落后法》 第五编丰富活动的类型 ，

如通过增加生存技能等训 练 ，

中 ， 规定并扩大了家长对子女接受 的 中小学教育促进小学生 的 生活能力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的知情权 。 家长的参与意识强 以及政策法规 的支通过增加科技探索等类型的活动 ， 培养小学生的

持 ， 使美国家长对美国小学生课外活动有更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
促进小学生创造性思 维的

参与度 。

［

1 3
］发展 。

一第三 ，
适当增加体育类课外活动 ， 提升小学

二 、 中美小学生课外活动对 比对我国小学－

Ｘ
－

Ｔ生身体素质 。 体育活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 ， 还可

以锻炼心理素质 。 美 中不足的是中国 小学生可 以

成长是旅行而非赛跑 。 小学阶段的成长足迹 ， 使用的体育活动的场所数量上不算少 ， 相对应的

－

1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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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也基本可以称得上完备 ， 但使用率极低 。 社会认知和体验。 因而
， 教育部门应当有 目 的地

由于受到教师人力 、 学生人身安全等等诸多因素对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进行计划和指导 ：

一方面 ，

的制约 ， 小学生体育类课外活动的开展受到限制 。 通过有效的引导转变小学生对社会实践和公益活

因此 ， 教育部门一方面需要通过政策鼓励小学生动的认识 ， 使小学生充分意识到参与此类活动的

体育类课外活动的开展 ， 提升小学生体育类活动意义和必要性 ；
另 一方面 ， 通过制订丰富 多样 、

的参与意识 ， 增加小学生体育锻炼的时间和频次 ； 切实可行的活动计划并将其付诸实践 ， 使小学生

另一方面 ，
应该为小学生开设多元化的体育类活能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 中体验到收获和成长 ， 从

动项 目
， 激发小学生参加体育类活动的兴趣和热而 自发 、 自觉地参与活动 ； 与此同 时 ， 家庭 、 学

情 ， 提升小学生参与体育类活动的 自主性 ， 培养校以及参与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的组织或 团体之

小学生参与体育类活动习 惯的长期养成 。 最后 ， 间应当加强联系 ， 建立 、 健全小学生实践 和公益

也应号召和凝聚社会 、 家庭的力量开展此类课外活动的长效机制 ， 设立合理有效的评价方案 ， 规

活动 ， 确保小学生体育类课外活动的落实 。范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的落实 ，
避免此类活动的

第四 ， 家长在保证小学生对课外活动 自主选开展再次流于形式 。

择权的同时 ， 应投入更多的精力参与到子女 的课 ［本文 系 2 0 1 2 年度 国 家社科基金教育 学 国 家一般

外活动中 。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 ， 若小学生 自项 目
“

中小 学 生校外 学 习 的 多 元发展及对策研 究
”

身对补习班或特长班讲授的内容不感兴趣 ， 仅是 （ 项 目 编 号 ：
ＢＨＡ 1 2 0 0 5 3

） 研究成果 ］

家长单方面的投入财力 、 物力 ， 迫使孩子频繁地Ｉ ｔ
参加补习班或特长班 ， 非但不能促进小学生的能Ｌ Ｐ＊ 3Ｃ 1Ｋ Ｊ

力和品格的发展 ，
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 课外活动的⑴吴思为 ，伍新春 ，赖丹凤 ？ 青少年课外学 习特点 的分析与

选择应尊重小学生 自 己的意愿 ， 使其成为小学生真建议 ［ Ｊ ］
？ 教育学报 ，

2 0 1 0 （ 2 ） ：
7 7 

－

8 1
．

正感兴趣的 、 参与后真正有效用的活动。 因此
，

一［ 2 ］顾谈 ，范亚男 ，
朱莎莎． 江苏省小学生课外学习现状调研

方面 ， 家长不能剥夺小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内容和形及对策 ［
Ｊ ］ ？ 基础教育 ’

2 0 0 9
（

1
 ） ：

5 5 
－

 5 7 ．

式选择的 自主权 。 另
－

方面 ， 课外活动不是家长用
［ 3 ］郭俞宏 ’薛海平 ，

王飞 ． 国外青少年科技竞赛研究综述

经济补偿肝女账投人不娜契机
， 家长不贼

ｒｄ ｌ

ｖｔ
－ ｒ Ａ

．
ＭＨ ＋ｎ ｗ，［

4 ］卢浩 ，杨海燕 ． 美国中小学
“

服务学习
”

课程 ： 内涵 、方案 、

全将子女的课外活动全部交给子女和各种培训机构实施及评价⑴ ？ 外国教育研究 ’
2 0 0 5⑴ ： 6 3 

．

 6 7 ．

或者活动机构 。 家长参与子女的课外活动 ’ 除了可
［ 5 ］胡江倩 ． 欧美 日本中小学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 比较

以增进其学习信心 ，
也可以增进亲子感情 ， 促进亲及启示 ［ Ｊ ］

．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
2 0 0 1

（ 4 ） ： 9 6 
－

 9 8 ．

子关系的和谐。 因此
， 家长应在依照子女发展的实Ｍ黄亨奎 ，

张宝臣 ，李挨殷 ． 中韩小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比较

际情况 ， 遵照子女的意愿 ， 保证子女对课外活动选研究 ［ Ｊ ］ ． 比较教育研究
，

2 0 1 4 （ 6 ）  ：
6 3 

－

 6 8 ．

择的 自主性的前提下 ， 帮助子女选择其感兴趣并适［ 7 ］胡鬣 ． 中 日美中学生 日 常生活 比较 ［ Ｊ ］
． 当代青年研究 ，

合其年龄和心理发展特点的课外活动 ， 并对子女的 2 0 0 1 （ 4
） ：

4 5
－ 4 8 ．

课外活动给予更多精力上的投人。［
8
］ 黄小葵 ，高 口 明久 ？ 中 曰 两国小学生课余生活状况比较

第五 ，
增强小学生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的参研究 ［ Ｊ ］

． 外国教育研究 ，
2 0 0 7 （ 2 ） ： 4 2

＿

4 7 ．

与意识 。 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的 目的是让学生通

过亲身体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 价值观 。 中 国小—

学生的社会实赃执行过程中逐渐变了味 ， 有的
［叫蒋晓 ．類中学生课外活动概述⑴ ？ 江西教育科研 ’

甚至仅是为 了应付学校的检査 ， 找熟人 、 托关系…

盖章了事 。 整个社会普遍存在重视课堂轻视实践 、

［ ］

2ｍｚｉ 8^ 7？
重视智育轻聽育的现象 。 而美国的社会实践和

［ 1 2 ］张旺．

“

家长参与子女教育
”

的现状及策略研究 ：重庆市

公益 ？Ｓ动是受到 Ｓ家 、 家庭＃主城区的几个个案研究 ［ Ｄ ］
． 重庆 ：西南大学 ，

2 0 0 1 ＿

中 国的小学生不应习惯性依赖社会和家庭的庇佑 ，

［ 1 3 ］谢小萌 ． 美国《不让
一

个儿童落后法》 的教育公平理念

更需要的是投人社会 ， 学会在为社会奉献 自 己的解析 ［ Ｊ
］

．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 0 0 9

力量的 同 时 ， 树立积极 向 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 1 1 ） ：
3 2 －

 3 5 ．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 ， 从而丰富 自 己 的（责任编辑 蒲丽芳 ）

－

1 0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