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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在臺灣教育中，認為努力與成果有很大的關聯，甚至相信努力和能力是互補

的，這造就了台灣學生無論是平日還是寒暑假皆花了許多時間在「寫功課」這件

事上〈註 1〉。而台北市長柯文哲做了一項決定──廢除台北市的寒暑假作業〈註

2〉。這一個舉動打破了大家的觀念：學生不就是該好好寫作業嗎？柯市長認為

應該給學生更多自己的時間思考。有人支持這一項政策當然也有人反對，而身為

政策最直接影響的我們(學生)就要來探討寒暑假作業的必要性〈註 3〉。 

 

二、 研究目的 

 

(一)了解學生、家長、老師分別對寒暑假作業的看法 

(二)知曉各國對寒暑假的定義 

(三)分析各方對寒暑假作業之論點 

 

三、 欲解決的議題 

 

       當學生不是依循老師的目的完成寒暑假作業時，不僅會讓學生花無謂的時間

在框架思考內，老師更要批改許多無效作業，家庭間也浪費相處的時光這種種現

象，是我們想解決的議題。 

 

四、 研究方法 

 

              我們以網路問卷的方式，調查大家對寒暑假的見解，問卷分為家長、學生及

老師三種類別。然而，僅依靠問卷的數據，只能了解主觀的看法而無法看見客觀

的資料。因此，我們參考與這一議題相關的書籍及網站，希望訊息能更完整且全

面性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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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 正文 

 

一、 學生為什麼會有寒暑假 

 

十九世紀中葉，在美國教育家 Horace Mann 等的推動下，美國進行教育改革，

而學校放暑假是其中一項，這項改變得到醫學及心理學界的支持，其中原因有二。 

 

〈一〉 氣候因素：夏天為避免因酷暑而造成中暑，因此施行暑假；而冬天時因

為兒童免疫力不如成人，為防止感冒所以設立了寒假假期〈註 4〉。 

 

〈二〉 過度壓力不利生長：學生年齡都介於生長的巔峰時期，在短短十幾年間

不該全充滿課業，因該有更多的時間接觸外面的世界，增廣見聞，適當的放

鬆有助於學業的成長〈註 5〉。 

 

二、 統整問題 

〈一〉 作業形式 

 

 

 

  

 

 

〈圖一〉作業形式的調查結果 

根據圖一，學生、家長和老師的喜好傾向依序皆是心得、參訪報告、其他〈美

術作品、服務學習〉和習題。顯示出現在多數的人並不想要死板的習題作業，而

是想要多元、活用的，能和生活能有所連結的作業。  

〈二〉 比例 (時間比例   作業：假期) 

   

 

 

 

 

 

 

〈圖二〉作業和假期的比例 

老師 43 則回應 學生 180 則回應 

老師 43 則回應 家長 94 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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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94 則回應 

在假期中寫作業和能自由運用的時間比例中，不管是學生，家長，或是老師，

絕大部分都是假期大於作業，以假期時間為主體再另外穿插作業的構成，非偏激

的處於某方。 

 

〈三〉 是否需要寒暑假作業 

 

 

〈圖三〉寒暑假作業的必要性 

學生幾乎認為寒暑假作業是不必要的，原因可能是不想花時間寫作業浪費自

己的假期，減少了玩樂的時間，也可能是因為想要有多一些的自主時間，從事自

己興趣相關的事情但非做無意義的事。 

 

家長和老師多數則認為寒暑假作業是必要的，也許是認為學生(自己的小孩)

無法自主時間，會花大部分的時間在玩樂上，因此需要寒暑假作業來強制學生學

習，但也不希望作業的比例太多，還是要有時間給學生放鬆休息。 

 

〈四〉 是否有效(學生、老師) 

 

 

 

 

 

 

 

 

 

〈圖四〉寒暑假作業的效果 

大約三分之一的學生和半數老師仍承認寒暑假作業有達到幫助的效果，儘管

心中有些許多的不滿，但不可否認的作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生 258 則回應 老師 44 則回應 

老師 43 則回應 學生 180 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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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則回應 43 則回應 

 

三、 個別問題 

〈一〉 學生 

1、完成時間 

 
〈圖五〉寒暑假作業的完成時間 

老師出寒暑假作業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避免在放假中過度放鬆，進而安排功

課達到有效利用假期，但是從圖五來看，學生大都將作業集中在假期尾聲，此現

象是否會造成最後為了盡快完成作業而草草完成甚至抄襲他人，造成本末倒置的

結果有待探討。 

 

 

 

 

 

 

 

 

〈圖六〉寒暑假作業的喜歡與否                 〈圖七〉寒暑假作業的完成方式 

雖然幾乎全部(91﹪)的學生都不喜歡寫寒暑假作業，但大部分學生還是會親

自完成，把寒暑假作業放在心上，不至於到完全不在意它。台灣學生普遍自發性

低，但由此數據來看，大部分學生都會認分的將作業親自完成，也許寒暑假作業

的存在能減緩此現象的嚴重性。 

 

〈二〉 老師 

 

 

 

 

 

 

 

 

2、假設學生用取巧的方式〈如抄襲〉寫作業， 

是否仍持續出作業 

257 則回應 

258 則回應 2、是否喜歡                        3、完成方式 258 則回應 

1、是否知曉學生假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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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老師對學生寒暑假規劃是否了解     〈圖九〉老師對作業的堅持與否 

即使有學生如此操作，仍有老師堅持出作業，不希望因此就採放任制度，依

然抱著改變學生的態度的積極想法，而不是就此屈服於學生的消極態度，仍對學

生懷著希望。 

 

〈三〉 家長 

  

1、贊成孩子以非親自認真的方式完成作業嗎     2、寒暑假作業的意義 

 

〈圖十〉家長對學生非親自認真的方式〈抄襲〉完成的看法      〈圖十一〉寒暑假作業的意義 

即使有部分家長覺得不需要寒暑假作業，幾乎所有家長卻都還是希望學生用

認真的態度完成它，而不是因為不喜歡或是無用而不予以理會，可見家長並不認

為寒暑假作業不重要等於可以不用認真完成。所以完成一件事的關鍵是態度，而

非寒暑假作業的問題。 

 

四、 各國寒暑假 

表一、各國寒暑假說明〈註 6〉 

國家 寒暑假說明 

法國 (1)假期就是假期 

(2)35 小時工作制：法國法律規定老師們每周授課時間是 14 至 18

個小時，不能超過 20 個小時。學生家長和教育界也都認為，老師

必須在課堂中讓學生明瞭知識，不出課內作業來彌補學生未完整的

知識，其必須在課內完成。 

新西蘭 (1)玩：紐西蘭的家長和學生的壓力都不大，寒暑假基本上就是玩。 

美國 (1)參加俱樂部，社區圖書館：美國放假時並沒有參加課外培訓班的

習慣，學生會自動自發地到圖書館閱讀，參加課外多元的活動。 

英國 (1)渡假 

(2)閱讀：英國重視閱讀，會依年齡不同來規劃須完成千字上下的讀

書報告。 

澳大利亞 (1)暑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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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工 

日本 (1)假期“部活動”：日本學校的課外活動非常豐富多彩，稱為 “部

活動”。 

(2)修學旅行：此旅行以學習為重點，讓學生從旅行中獲得知識。 

(3)塾：日本學校實施的快樂教育使日本教育水平下降，家長們因此

讓學生參加課外輔導機構。 

韓國 (1) 打工：由於韓國大學學費是非常貴的，學生必需在假期時打工

賺學費。 

泰國 (1)長期性的假期活動：為讓學生在假期中能過得充實且有意義，泰

國政府部門有規劃長期性的學生假期活動。 

(2)外出旅遊長見識     

(3)集中補習：學生們在高一時就必須為了幾年後的高考不停的補

習。 

巴基斯坦 (1)家庭作業 ：巴基斯坦的學校通常會假期中出大量的家庭作業，

學生也會利用假期的機會補足課業上的不足。 

(2)學習輔導班：巴基斯坦學期內的課程較重，許多學生會在假期期

間預習下一學期要學的東西。 

上述各國不同國家學生是如何度過自己的寒暑假，其中造成彼此差異的最

大原因還是體制的不同，歐美國家是走較開放的路線，學生大多是採自發性學

習，而東方國家可能因為民族性的不同，因應出填鴨式教育，加上人口稠密競

爭激烈，不能過如西方國家般愜意的寒暑假，因此有這樣的區別。 

 

五、 除了統計學生，家長和老師的想法外，我們也蒐集了各方論點，希望能更

全面且客觀的分析這個問題。對於寒暑假作業的有無，有以下兩方的論點： 

 

〈一〉 需要寒暑假作業 

 

1、 台灣學生自發性比較差〈註 7〉 

 

台灣學生「不考試不看書」、「不踢不動」、「不要求不主動」，若沒有寒

暑假作業，學生競爭力恐怕會下降。 

 

2、 學習流失（learning loss）或暑期滑落（summer slide）〈註 8〉 

 

美國蘭德公司指出美國學生在暑假期間的閱讀數字水平平均會退步一個月

以上。這是各地學生都會發生的狀況。其原因是因為在放假時，孩子處於放鬆狀

態，並不會積極的去求知，因此逐漸遺忘曾經學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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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出制式的寒暑假作業會弱化社經背景卑微的孩子〈註 9〉 

 

暑假的學習流失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有顯著的關連。地位低的學生沒有資源

在空閒時間學習其他之知識造成了教育不平等。 

 

反駁：出制式的寒暑假作業就能有效地使假期期間高收入與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

閱讀能力之間的差距下降嗎？ 

 

〈二〉 不需要寒暑假作業 

 

1、 讓孩子自主學習 

 

台灣多數的孩子從小就依照著父母或老師的指示過生活，當孩子長大後有很

多空閒時間時，卻不知道要做什麼。可見讓孩子學習自主是極其重要的事，等到

未來才學習，已為時已晚了〈註 10〉。 

 

反駁：沒學過自主自律的學生對於突然沒有寒暑假作業時是否會不知所措？而無

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2、 制式的寒暑假作業，使台灣學生少了增進課業以外知識的時間 

 

和沛科技總經理翟本喬認為，傳統的教育模式及作業已經僵化學生的思考能

力，若是無法以假期的三個月來補救，我國學子一整年會比國外學生少掉更多靈

活思考，以及精進課業以外知識的機會〈註 11〉。 

 

3、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需要有空白的時間給自己喘口氣 

想像自己是位學生，開學時已經天天都在讀書，好不容易放寒暑假了，老師

和家長卻要求自己假期時仍要努力讀書，不可以玩樂。身為學生的自己，會作何

感想呢？學生也是人，也是會有疲累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需要時間給自己

休息。生活中的空白，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家長認為，假期要用來補足學期落後的部分，一旦假期過於放鬆，收心

的工作就更加困難。然而放鬆乃是假期本質，開學後的收心也是一種學習，不能

因為無法收心而一直將孩子綑綁在功課中，在休息與課業中找到平衡點，懂得收

放得宜的時間管理，對未來情緒控管能力有一定的幫助〈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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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作業形式自由(開學後要發表)或制式也有兩方不同的想法： 

 

1、 不贊成形式自由⇒可能會造成經濟地位高的學生炫富行為〈註 13〉 

 

舉多拉 A 夢裡小夫的例子，他每次假期結束都會和同學炫耀自己去了哪裡

玩，而家庭不那麼富裕的孩子就會顯得不出色。同學之間會開始比較，產生一種

無形的競爭，造成學生關係惡化身心受到影響。 

 

2、 贊成形式自由⇒挖掘自我需求 

 

但也有人認為，最後會獲得大家推崇的作業不會是花了多大筆錢去哪旅遊，

而會是做了什麼對自己有意義的事。家庭不富裕不代表做出的作業就會不好，作

業的價值不是建構在花了多少錢來完成上，而是這份作業對自己的意義，學生能

力是否有所提升，習得切合個人的需求，才是形式自由的重點。 

 

六、 閱讀習慣 

 

讓孩子養成閱讀習慣是學校和家長都想達到的目標，寒暑假作業中也都不乏

閱讀心得的安排，但是出這樣模式的寒暑假作業，是否就會讓孩子養成閱讀的好

習慣呢？ 

 

無數的研究結果證明，孩子們的閱讀活動與他們的學習成績、智商以及學習

動機有著必然的連繫。為此許多學校幫孩子規劃好作業，規定要看甚麼書，但是

反對聲浪此起彼落，指出這樣並不會使孩子養成閱讀的習慣，學生甚至可能會因

為受強迫而失去了原本對閱讀的興趣，更甚者會對閱讀產生排斥，不僅無法達成

家長和老師想達成的目的，還會導致反效果。若學生會自動自發閱讀，此舉也就

代表這位同學會主動學習，不管是課内或是課外的，相信這都是大家所期望的結

果。學校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會在寒暑假作業中加上閱讀心得這個項目，而此作

業就能夠誘發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嗎？就算認真的完成學校指派的作業，這是否便

能和喜歡閱讀畫上等號呢？假使取消了這項功課學生們還會去閱讀嗎？有些家

長和老師認為，有出這份作業至少學生會去看書。但看完指派的作業後，學生會

自動自發地去看更多的書嗎？這個方法確實可以看到學生看書的證據，但以長遠

來看，此方法也許未必能達到理想的目標──讓孩子主動閱讀〈註 14〉。 

 

七、 學生學習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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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作業的出現不外乎是因為家長和老師認為學生不會在假期中充實自

己，因此需要寒暑假作業的輔助，所以最根本的問題在學生上。那麼為什麼會造

成這樣的問題呢？若學生對求知或學習懷抱著興趣，還會因為玩樂的誘惑而忽略

學習嗎？若孩子明白學習的意義，是否就能解決此問題呢？ 

※我們從學習的革命〈註 15〉這本書中整理成以下圖表，以呈現現在學生

的學習情況。 

 

〈圖 12〉學生的學習情況 

參●結論 

        一開始選擇這個主題，非常主觀的想證明其實寒暑假作業是無意義的。但當

我們慢慢深入研究，站在不同角度看待這件事情時，我們開始有了設身處地的想

法，無論是老師對學生的憂心，或家長對孩子的期望，都有他們各自的出發點，

決不是蓄意的找麻煩。如果身為學生能夠做好自己的本分，家長和老師就不需要

隨時督促我們，我們也就能有自己規劃的空間，求諸於人，不如先改變自己。 

不管是支持寒暑假作業的也好，不支持的也罷，其出發點都是為了孩子，希望學

生有更好的未來。但究竟該如何做才是最適合台灣學生的作業形式和份量，仍是

現在各界需要關注的問題。寒暑假作業的有無會影響到非常多的面向，絕不是只

有表面上的要寫作業和不用寫作業而已。有無寒假作業都各有其利弊，並無絕對

的好壞，學生以甚麼樣的心態看待寒暑假作業也是需要考慮的地方。台灣的教育

體系和國外(像是美國)不相同，教育體制下教出的學生性格和能力也都不同。因

此，在國外適用的方式未必就適合台灣。但我們仍是能從中分析，學習別人好的



什麼？你說不要寒暑假作業 

10 

地方，去蕪存菁，在學生、家長和老師的共識下，找出最合適我們台灣的寒暑假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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