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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的社会心理调查

游 永 恒

内容提要 我国应试教育模式的形成既有教育体制的原因和教育指导思想上的

失误,更有其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我们的调查表明,在 教育目标、教学方法、课程设

置、对待考试的态度等方面,公众的价值观和心理反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应试

教育模式。但调查也表明,在公众中同样存在希望教育改革并接受素质教育模式的社

会心理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内容就是促进公众教育价值观的转变,使教育模式的转

变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作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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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法

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城市的中小学生

家长。我们按培养目标、教学方法、学习负担、

课程设置、考试、对待
“
重点制

”
的态度等几个

方面设计问卷。问卷共 sO个题。为了保证调

查的真实性,回答问卷采取不计名的方式。我

们将四川、福建、广东、贵州四省 18所 高中

(普通中学的重点和非重点各占一半 )、 16所

初中和 15所小学作为调查对象,共发出问卷

8000份,收 回问卷 sO00份 ,回 收的问卷中有

效问卷 冗00份,其中高中的有效问卷 s94份 ,

初中910份 ,小学 ”6份。我们认为调查的数

据虽然客观,但仅靠数据是不够的,数据有时

也能造成假象,因此,除 了发出问卷调查外,我

们又对部分中小学生家长进行了访谈,这对于

校正统计数据可能造成的误差是必要的。

二 调查与分析

1.关于学生学习负担。在凋查中,小学生

家长 认 为 现 在 学 生 学 习负 担 合 适 的 占

sO。 ” %,认为负担偏重的占 9.8%;在 中学生

家长中,认为学生负担合适的占⑾ %,认为偏

重的占33.“ %。 总体上看,虽 然中学阶段 ,

家长认为学生学习负担适当的比例有所降低 ,

但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家长,大多数人仍

认为现阶段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是适当的。

学生学习负担重是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存

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而应试教育的一大特征

就是不惜采用加重学习负坦、大搞题海战的办

法来提高学生的应试技能,这一问题已引起了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

从公众的心理反应来看,公众却是认同和接受

这一现实的。因此,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

题,“ 有人说虽然孩子学习负担重,但对于促进

孩子学习以便考个好分数还是有效的
”
。赞成

这一观点的家长占 43.6%,基 本赞成这一观

点的家长占 41.7%,不 赞成这一观点的家长

只占 14.7%,这 一点上中小学生家长没有明

显差异。这表明多数学生家长把增加学习量



第 4期 游永恒 :应试教育的社会心理调查 129

和学习负担看成是提高学生考试技能以获得

好分数的主要手段。因此,多数家长就倾向于

不认为自己孩子的学习负担过重。在访谈中,

我们发现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只有多学、多练

才能得到好成绩,时 间少了是不行的,这种观

念使他们低估了现在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心理

压力。

2.对待考试的态度。对
“
用考分作为衡量

孩子学习优劣的首要标准
”
,持赞成和基本赞

成这一观点的家长超过了〃3,其 中中学生家

长略多于小学生家长。关于用等级评定学生

成绩还是用分数评定学生成绩,赞成用分数评

定的家长在小学占” %,中学占 86%。 对是

否赞成每学期根据学生成绩排名次的作法,在

小学持赞成和基本赞成的家长占 61.4%,在

初高中家长中占陇。1%。 关于孩子的考试压

力,sO.刀 %的小学生家长认为考试压力适度,

10.31%的 家长认为偏重,8.呢 %的家长认为

偏轻,而中学生家长中认为考试压力适度的占

66.7%,认为过重的占 zs.9+%,认 为偏轻的

为 4.36%。

应试教育的一个特征是过高估价了考试

分数在促进学生学习中的作用,把获得高分当

成了教育追求的首要目标,学校全部教学活动

围绕考分转。在教育追求高分的活动中,除了

升学有望的学生外,多数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成

为考分的牺牲品。但从调查数据看,多数学生

家长都存在过分强调考试分数的倾向。在访

谈中很多家长认为用考分衡量孩子学习的好

坏,客观准确,没有其它评价方法可以替代,多

数家长尤其是中学生家长不赞成用等级评定

代替分数评定,尤其是与升学有关的主要课

程。大多数家长还认为根据学生考分排名次,

可以清楚地知道学习成绩的准确情况。排名

次可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因此,大多数中

小学生家长并不认为自己的孩子有过大的考

试压力,即使中学也只有不足 1/3的家长认为

孩子的考试压力大,这种社会心态对于应试教

育的存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教学过程与方法。在我们设计的问题

中,“ 学习就是靠苦读书,没有捷径可走
”
,小学

生家长回答是这样的占 59。 辊 %,回 答基本是

这样的占夕 .41%,说不是这样的占 13.17%;

中学生家长回答是这样的占 46。 s9%,认为基

本是这样的占 39。 呖%,认为不是这样的占

13.“ %。 统计数据表明,“ %以上的中小学

生家长赞成或基本赞成学习除靠苦读书外,没

有捷径可走这样一种观点。

在我国应试教育模式中教师教得累,学生

学得苦,这一问题已受到广泛的批评。但调查

显示,家长们的价值观和对待教育的心态本身

就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另外,在

调查中,认为
“
学习兴趣对于学习成功来说是

重要的
”
,小学生家长占呢。佰%,中学生家长

占 91。 巧%;在另一个问题中我们要求家长选

择自己最赞成的观点,结果小学生家长中赞成
“
改进教学方法后,减轻学习负担学生也能考

高分
”
占 了 58.Ⅱ %,中 学 生 家 长 占 了

鸽。+s%,而赞成
“
要想考高分就不能减轻学习

负担
”
的小学家长占夕。饱 %,中学生家长占

刀 ,⒛ %。 赞成第一种观点的中学生家长超过

小学生家长,这表明随着学生受教育年限的增

加,家长也更多地意识到了应试教育那种苦教

苦学的危害。这些情况表明,在家长的潜意识

中学习并不是只靠苦读,大多数家长还是认为

学习兴趣是重要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也是重要

的,这与考好分数并无什么矛盾。

4∶ 对待重点制的态度。
“
根据学生的考试

成绩把学生分为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
,小学生

家长中持赞成态度的为 40.31%,基本赞成的

占⒛ .31%,不赞成的占 39.3%;中 学生家长

中赞成的为犯。Os%,基本赞成的占zs.09%,



130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13期

不赞成的占”。ss%。 可以看出在中学生家

长中持肯定态度的多于小学生家长。对于
“
把

学校分成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
,小学生家

长中,持赞成态度的占 ss。 21%,基本赞成的

占“。⒄%,表示不赞成的占 ss。 Ts%;在中学

生家长中,持赞成态度的为 ss。 z1%,基本赞

成的为“ .⒄ %,不赞成的为 ∞。乃 %。

我们认为把学校分为各级重点学校和非

重点学校,以及很多学校又或明或暗地在内部

搞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这种作法从体制上强化

了应试教育模式。学生能否进人重点学校和

重点班取决于学生的考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全面发展,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主要根据升

学尤其是升人重点学校的人数来衡量学校的

教育质量。在这一体制下,它迫使学校一切活

动围绕考分转,围绕升学转,逼着学校走应试

教育的路子。我们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搞重

点制会严重违背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违背学

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在这一体制下,除升人重

点学校有望的学生外,它给多数学生带来压抑

感,带来学校生活的无价值感,这种体制是造

成学生片面发展、综合素质偏低以及使大量中

等以下成绩学生丧失学习信心的重要根源。

这种体制造就的是一大批失落的学校和一大

批失望的学生,这又成为引发其它社会问题的

根源。但调查表明,多数学生家长是赞成或默

许这一现实的,正是这种落后的教育价值观从

心理上支持了应试教育模式。

5,培养目标。关于
“
你认为孩子在学习中

首先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
,在小学生家长

中,选择全面发展的占85.5%,选 择考高分的

占7.65%,选择学到好的品德的为 6.46%;在

中学生家长中,选择全面发展的占臼 ,⒛ %,

选择考高分的占 8,z9%,选择
“
学到好的品

德
”
的为4,48%。 数据表明,大多数中小学生

家长认为应该追求全面发展而不是简单地追

求高分,应该说这一观念与素质教育追求的目

标是一致的。

与此相关,我们设计的另一个问题是
“
有

人说不管学生怎样学习,最终还是为了考高

分
”
。在小学生家长中,认为这一观点正确的

占“ .们 %,认为基本正确的占 35。 sg%,认为

不正确的占 ss。 13%;在中学生家长中,认为

这一观点正确的占sO,%%,认为基本正确的

占45.41%,认为不正确的占⒛ .ss%。 从数

据可看出,大多数中小学生家长认为这一观点

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接受和基本接受这一

观点的家长,在中学明显多于小学。这表明随

着教育年限的增加,面对我国教育的现实,在

培养目标上家长们更倾向于接受和默认应试

教育的目标。但从理性上讲,家长们还是认为

全面发展是更重要的目标,这就表明在培养目

标上追求分数的应试教育与追求全面发展的

素质教育同样有其群众心理基础。

6,关于课程设置。当问到课程内容的难

度时,65,3%的 小学生家长认为难度适当,而

16.” %的家长认为难度偏低 (大多是小学三

年级以下的家长),17,OS%的 家长认为偏难 ;

在中学生家长中,认为难度适当的占57.饱 %,

认为难度偏低的占8,贸 %,认为难度过大的

占33%。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部分家长认

为现在孩子考试竞争激烈,课程难度大一些 ,

对他们适应不同情境的考试有帮助。

我们认为从整体上看我国学生的教材难

度偏深,超过欧美国家,也超过绝大多数所谓

重视教育的亚洲国家。在我国,教师除教学教

材内容外,还要学生作名目繁多的练习题、提

高题等,这不仅大大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

更重要的是,已 经造成了学生过多的挫折感 ,

使学生(尤其是大多数中等成绩以下的学生 )

丧失学习信心,这是他们普遍厌学的重要原

因。从调查和访谈的情况看,很多中小学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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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是无可奈何地承认和接受了这一现实。

关于高中文理科分设的问题,在 重点高

中,88.⒍ %的家长赞成和基本赞成文理科课

程分设,以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考 出好成绩 ,

只有 m,36%的 家长不赞成在中学阶段分设

文理科教学。在普通高中,犯 ,45%的 家长赞

成文理分科,47,55%的 家长不赞成这种作法。

重点中学的家长明显多于非重点学校的家长。

我们认为在高中为了应试升学而分设文理科

导致了学生知识结构的极度片面性,与今天这

样一个学科交叉渗透,社会对人材知识的高素

质要求是格格不人的。可以说,我 国教育主管

部门允许或支持高中文理分科教学的作法是

重大失策,它表明我国的应试教育模式已经堕

入了深深的迷雾中。调查显示,这种错误作法

是有其群众心理基础的。

7.对教育改革的了解程度。我们设计了

这样一个问题 :“ 现在经常谈到要把
‘
应试教

育
’
模式转变为

‘
素质教育

’
模式,你 了解应试

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含义吗?” 在小学生家长中

回答了解的占 33,08%,选择大体了解的占

44,呢 %,说不了解的占”%;在 中学生家长

中,选择了解的占 28.65%,选 择大体了解的

占 50.45%,选 择不了解的占zO,9%。 数据表

明了解和大体了解的是多数。这也说明公众

对教育改革的方向还是有大致的了解。当问

到
“
你认为是否有必要把应试教育模式转变为

素质教育模式
”
日寸,⒏ %的 中学生家长选择了

有必要,9,2%的 家长认为
“
没有多大必要

”
,

8.8%的家长选择了
“
无所谓

”
。这表明,大多

数学生家长认为教育的改革是必要的,教育的

改革是有群众心理基础的。

三 讨论

以上是我们从教育的培养 目标、教学方

法、课程设置、重点制、考试制等几个方面进行

的统计和社会心理的分析。我们认为一种教

育模式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教育行

政部门所为,从深层次上讲,它是由公众的教

育价值观、公众的社会心理状态造成的。而公

众的教育价值观和公众对待教育的社会心理

状态,又 同我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尤其是同中

国'几千年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很难

设想,中 国长期的等级制、封建科举制以及教

育中那种无视儿童天性,死读书的作法与现在

的应试教育没有关系。教育价值观作为一种

长期文化'心 理积淀,一旦形成就会以很大的惯

性持续下去,从而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发生重大

影响。因此,改革教育的问题,同 时是一个改

变公众教育价值观的问题,改变公众社会心理
·

状态的问题,这种意义上的改革,难度更大,时

间更长。教育的改革如果没有公众心态的改

变和教育价值观的改变作基础,就始终是脆弱

的。          '
但从我们的调查看,促进我国教育变萆的

心理动力已经产生。我国经历了近⒛ 年的改

革开放,改革中的新信息正在猛烈冲击着陈旧

的教育价值观和对待教育的落后心理状态。

一方面,家长们认为在我国的教育现实中,考

高分才是
“
硬道理

”
,另 一方面,他们又为孩子

未能全面发展,未能有效提高素质而担忧 ;一

方面他们默认了一些陈旧的教学方法,另一方

面他们又希望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教学质量 ;

一方面他们接受苦读苦学的现实,另一方面他

们又认为学习兴趣是学习成功的重要条件
⋯⋯从这些矛盾的心态中,我们看到了教育变

革的促进因素。我们不可能等到公众教育价

值观转变后才来改革教育,我们只能在教育改

革的过程中促进这种改变,我们有理由对教育

的改革感到乐观。

(本文是 1997年 四川省教委教育改革研

究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