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類別：教育類 

 

 

 

 

 

 

篇名： 

寒暑假作業－廢與存 

 

 

 

 

 

 

作者： 

周姵璇。市立大同高中。高二 15 班 

胡馨文。市立大同高中。高二 15 班 

徐筠媗。市立大同高中。高二 15 班 

 

 

 

 

 

 

指導老師： 

陳淑芬老師 

吳淑萍老師 

 

 

 

 

 

 

 

 

 



寒暑假作業－廢與存 

 

1 
 

壹●前言 

 

    身為學生的我們，除了面對平常在學校的課業壓力，就連放寒暑假也有一堆

作業要完成，這些作業原本是為了讓學生在放假期間持續學習，但許多人的經驗

都是作業放到開學前才要趕工，甚至請父母幫忙寫，而開學後交給老師，老師搞

不好也沒時間看，這樣的制度讓學生、家長，甚至是老師都很累，而真正得到的

效果又如何? 

 

一、研究動機: 

 

    台北市教育局 2015 年 11 月廢止《台北市各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

(註一 )，引發社會論辨，《親子天下》的網路調查結果顯示(註二)，將近九成的家

長贊成取消制式的寒暑假作業，那麼高中生對此事件的看法是甚麼呢?是我們想

深入探討的。 

 

二、研究目的: 

 

    網路和電視上有許多學者、專家和家長的討論和意見，但卻沒有深入的膫解

高中學生的看法，高中生除了剛經歷過國小及國中的教育，對於寒暑假作業的效

果感受最深之外，由於高中生的生理、心理也已逐漸發展成熟，對於相關措施的

評論亦有相當的深度，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問卷調查瞭解高中生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提供大家評估寒暑假作業存廢的參考。 

 

三、研究方法: 

 

為探討高中學生對於台北市取消寒暑假作業的看法，我們先上網了解《台北

市各國民小學寒暑假作業實施要點》(註一)，蒐集各專家及學者的看法，思考問

題後，利用 google 表單設計問卷給高中學生，將問卷結果進行統計分析。 

  

貳●正文 

 

一、學者看法 

 

  許多教育者對現今台灣學生逐漸產生「人性本散」（註三）的堪憂，因為擔

心學生寒暑假在家會無所事事，白白浪費一個寶貴的假期，而統一規定寒暑假作

業，這種做法反而讓我國學生比國外學生少了將近三個月自我精進的機會。但，

翟本橋認為:「台灣學生自發性較差，這種說法是導果為因」(翟本橋，2015 年)

（註三），統一規定作業不僅使孩子失去三個月追求創新的機會，同時也扼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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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學習的樂趣及本能，須著重的重點應是學生學習的動機，並慢慢培養學生的

自律及信心。過度制式化不僅無法增進學生的自制力，反而容易使學生自發性變

得比以往更差。 

 

  不過有另一群學者贊同「人性本散」（註三）的想法，認為缺乏制式寒暑假

作業，長遠下去會使台灣學生缺少自我精進課業的機會，素質與競爭力都將下降。

同時有學者發現台灣大部分學生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而使放學後還須到補習

班報到。總合上述，學者認為沒有制式的寒暑假作業表面上是讓學生有更多自主

空間，實際上卻是放縱了混水摸魚的學生，使缺乏自制力的學生越來越跟不上其

他學生。 

 

  美國學者則發現學習差距與家庭經濟有顯著的關聯，高收入家庭的孩子通常

會比普通家庭的孩子學習超前一個月，美國夏日學習協會指出:「高收入與低收

入家庭子女閱讀能力差距，有七成源於暑假造成的劣勢。」（註三）這些現象讓

學者產生缺乏制式寒暑假作業是否會擴大弱勢家庭子女學習落後情況的擔憂。 

 

二、家長看法 

 

根據 2016 年 3 月親子天下的統計資料(註二)： 

 

表一、家長看法(網路投票結果) 

 

絕大多數(86%)家長贊成廢除寒暑假

作業，少數不贊成。 

 

不住在台北市的家長，絕大多數(88%)

希望自己的縣市也跟進、取消國小寒

假作業，其餘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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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不用再寫制式寒假作業，希望

孩子"自己安排活動"或”多到戶外走

走"的家長分別占了 43%及 42%，另外

有 9%家長會為孩子報名才藝課，7%

家長希望孩子多讀課外書。 

 

絕大多數(86%)家長並不擔心孩子沒

有了制式寒假作業，開學前會難收心。 

 

三、台灣與其他國家寒暑假生活比較 

 

台灣的教育制度下，大多數學校都會分派給學生寒暑假作業，尤其各科老師

作業東出一點、西出一點，看似不多，但匯集各科作業後，會發現作業量還是很

大，不比平常日輕鬆，台灣的寒暑假作業多偏向於”閱讀”及”寫作”方面，最常見

的就是閱讀心得、閱讀報告、遊記…等類型，比較難引起學生興趣，進而真實從

中學習、有所收穫。另外，現今台灣的補習風氣十分盛行，有不少學生的寒暑假

期被各科補習課程所填滿，失去自我安排假期的機會。 

 

在國外，有些國家不同於台灣，他們更著重於學生的課外活動學習(如表二)。 

 

表二、國外寒暑假活動安排 

地區 活動內容 

美國 1.參加各式各樣的俱樂部或冬令營 

2.注重閱讀，每天保持一定的讀書時間 

紐西蘭 1.課餘時間可選修自己喜歡的課。 

2.到了寒假學生基本就是玩，或是家庭聚會 

澳洲 1.出外遊玩或出國度假 

英國 1.重視閱讀，撰寫讀書報告。 

2.去歐洲各國旅遊。歐盟國之間不需要護照，所以出國遊很簡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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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件好的家庭給孩子請的家教多是音樂、美術等藝術類的。 

法國 1.家長經常利用假期帶著孩子去滑雪，為了避免交通堵塞、滑

雪場擁擠、附近酒店爆滿，法國早早地就開始實行分區休假的

制度。 

韓國 1.很多學生在假期打工賺取學費 

泰國 1. 前往海濱、國家公園森林保護區、文物保護單位實地學習 

2. 為了讓學生假期生活充實，政府部門設有長期性的假期活

動，吸引許多個年齡段的踴躍參加 

3. 社會團體會組織學生們進行烹飪、游泳及其他體育活動得

知識和技能培訓 

4. 泰國的旅遊業發達，這使家長普遍重視讓孩子通過外出旅

遊增長見識 

日本 1.日本學校的課外活動稱為“部活動”，其中以體育類的部活

動為多 

馬來西亞 1.一到放假，便會將孩子往親戚家送，通常是輪流住個幾天，

這也使表兄妹之間的感情更融洽 

 

至於補習方面，在英國並不普遍，條件好的家庭給孩子請的家教多是音樂、

美術等藝術類，只有課業特別困難、趕不上進度的學生，才會在寒暑假上補習班；

而日本實行”快樂教育”，導致日本教育水平下降，因此也有學生利用寒暑假期補

習；在澳大利亞，補習班非常少，只有快高考時才會出現補習人潮；泰國則和台

灣相似，因考試競爭激烈，使得高中生從高一開始便要與補習班為舞，與假期無

緣。 

 

四、高中生看法 

 

(一) 調查對象：高中學生，性別不限。 

 

(二) 利用 google 表單設計問卷 

 

(三) 問卷網址聯結:http://goo.gl/forms/ATYgWEI5Fw 

 

(四) 收回 512 份有效問卷 

 

(五) 問卷分析(如表三) 

 

 

 

http://goo.gl/forms/ATYgWEI5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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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高中生看法(問卷分析) 

 

本問卷調查範圍為

台灣 22 個縣市，收

回的有效問卷以台

北市(212 份)和新

北市(222 份)占多

數，其中苗栗、南

投、台東、金門收

回的問卷數為 0。 

 

有 接 近 半 數

(47.7%)受訪者認

同取消國小寒暑假

作業，但也有約三

成的人不認同。 

 

約有一半的受訪者

認為國小的寒暑假

作業沒有實質的幫

助及影響，但仍有

四成的受訪者是有

一點幫助，少數受

訪者(5.7%)認為有

很大幫助。 

 

有 64%受訪者認為

高中生不需要寒暑

假作業，另外 21%

受訪者還是認為有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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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5.5%受訪者覺

得寫作業沒有影響

或影響不大。 

 

有 70.3%受訪者表

示，有沒有寒暑假

作業並不是影響開

學收心的關鍵。 

 

大約八成(81.8%)的受訪者會和同學或朋友出遊，超過半數(52.9%)會補習， 

22.5%受訪者選擇打工，和歐美國家比較起來，比例不算高。 

 

參●結論 

 

一、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國小的寒暑假作業對他們沒有實質的幫助，而且也認

同取消國小的寒暑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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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高中的寒暑假作業對學習結果影響不大，也建議

取消高中生的寒暑假作業。 

 

三、高達 80%的家長贊同廢除寒暑假作業且認為缺少寒暑假作業並不會難收

心，可知寒暑假作業的重要性在現在的家長心中已逐漸降低。 

 

四、以國外的做法來看，部分國家沒有寒暑假作業，但相關的配套措施都做得

很好，例如社團的安排，旅遊或相關體能活動的安排等，可見，寒暑假作業並

不是單純取不取消的問題，而是要搭配相關的配套措施，政府應加強寒暑假的

活動像是營隊、夏令營之類的活動，使學生的寒暑假過得充實。 

 

五、若寒暑假作業真的廢除，身為高中生的我們可以利用多的時間去參加大學

營隊、志工服務或是深入研究自己感興趣的科系，把時間的利用最大化。 

 

六、經過這次的研究我們發現廢除寒暑假作業也許可以增加學生自主空間，但

若學生還無法學習如何妥善的運用時間，其實廢除與不廢除並不會造成太大的

影響，因此我們認為應先從旁增加學生的自律心及自我安排的能力，唯有如此

才能使寒暑假作業的廢除發揮真正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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