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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稀記得小時候寒暑假快結束

時，焦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蟻，日夜

趕工寫作業，這情景大概是很多人相

同的記憶。為什麼在度過快樂的假期

後，卻諷刺地出現焦慮、不安？然九

年一貫後的教育，寒暑假作業改變了

嗎？似乎改變了，從過去國語、數學、

自然、社會……，統統都在一本簿子

裡，變成老師設計多元的作業，如寫

閱讀 3 本書的心得、與家人旅遊日記 3

篇、至少參觀 2 間博物館、作家事，

學生按著老師設計的「菜單」完成寒

暑假作業，只是多了疲於奔命的家

長，想方設法協助孩子完成旅遊日

記、安排參觀博物館並收集入場卷、

做家事時趕忙拿出相機拍照……。父

母不得不高喊，寒暑假作業是給學生

寫還是在為難父母？在規定這些寒暑

假作業時，多數教師並不考慮學生的

興趣、能力、背景，而是給學生統一

規定的假期作業（郭庆，2013）。 

臺北市宣布取消制式寒暑假作

業，改由學生自己出作業，這消息對

於向來被動接受作業的家長、學生，

無非是一大衝擊。即便是在開放教育

時代提出統整課程主題化教學模式

下，也大都是以學校或老師設計好的

學習框架，讓孩子逐步完成學習主

題。而在教科書開放多元後，各校在

選擇教科書時，寒暑假作業成為在競

爭激烈下的附加價值，有廠商願提供

制式寒暑假作業。 

所以，臺北市對寒暑假作業的大

赦作為，引起眾多人的討論，筆者以

身為小學校長之觀察並關心今臺灣寒

暑假作業之情形，嘗試探討寒暑假作

業鬆綁、解構寒暑假作業的議題。 

二、省思--寒暑假作業的問題 

學生最快樂的時間就是下課的時

候，因為只有在那樣的時間裡他可以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臺北市教育局長

湯志民說，寒暑假就是學生最長的下

課時間（湯志民，2015）。但當我們規

定學生只能完成這幾項或透過幾項管

道學習的時候，他還會想到自己想做

的事嗎？這確實值得我們省思寒暑假

作業的問題。筆者將寒暑假作業的可

能問題臚列如下： 

(一) 作業的形式單一不夠多元 

邁向二十一世紀教育的理想--帶

得走的知識，即培養以具本位能力的

兒童。然寒暑假作業以文本書寫為最

大宗，作業形式與興趣、能力、生活

脫節，只能應付且過，學習意義並不

大。偶而零星點綴參觀活動、休閒活

動，然休閒活動的選擇是否有自由與

自主的抉擇，或者是在文化工作宰制

下，個體無意識進行盲從活動？（陳

淑娟、楊雅婷，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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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業內涵無差異化 

很多家長聽到「功課分量可以自

己決定」的消息後非常高興，表示「以

後終於不用再幫小孩寫作業了」。寒暑

假作業若要以相同的學習歷程來達到

目標，未能顧及學生學習的落差，對

於那群學習落後的孩子及家庭，徒增

的只有壓力。翁明達（2014）指出差

異化教學係以多元智慧、鷹架理論、

學習風格、大腦發展及真實評量等相

關理論及研究為基礎，希望教師能考

量學生的個殊性提供適當的學習歷

程，以獲致最佳的學習效果。所以，

在設計寒暑假作業，如果無法理解學

生的個別差異，並重視學生的學習的

落差，學生寫寒暑假作業意義必然跟

原來的期待不一致，這樣的議題值得

教育學者與教師們共同關注。 

(三) 學習與評量無法對應 

為期 1 個月、2 個月的寒暑假，師

生的互動交流不多，對於設計的作

業、學習單、參觀活動，學習的過程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也很多。教師多不

能及時的透過形成性評量、回饋來獲

知，以致無法指導與提供協助，也就

是說，教師無從參與得知學生在處理

寒暑假作業的過程，這樣的學習，孩

子有可能會失去學習的興趣。試想，

在這樣情況下開學所交出來的作業，

恐怕教師也只能看到評量結果，對於

孩子學習的過程付之闕如，那麼學習

的意義呢？。 

 

三、重新建構寒暑假作業的內涵 

一直以來，臺灣的教育在親子、

責任賦予及自主管理有其不足。藉北

市取消寒暑假作業的規定，改為自行

訂定寒暑假作業，我們勢必要重新定

義寒暑假作業，才得以重新建構其內

涵，而不至於讓廢除寒暑假作業成為

口水戰。 

(一) 培育自主學習 

教師引導孩子依照興趣、能力，

也就是接受孩子的差異性，根據個殊

差異補強自己平時學習上失落的環

節，為自己訂下學習目標、決定自己

具體的學習內容。譬如游泳，可能有

學生訂下學會換氣、有人訂定學會蛙

式；閱讀的作業，可能是讀完三國演

義，也可以是讀完少年小樹之歌且寫

下自己閱讀後的心得等等。 

(二) 蘊涵責任心 

由學生決定作業，對其成長發展

是一種責任賦予，如何決定自己的寒

暑假生活，也就是嘗試對自己的決定

及後果負責。教師應在平時課堂上就

教育孩子，如何訂定學習目標，安排

進度、監控學習歷程及檢驗學習成

果。如此一來，學會自己訂定寒暑假

作業的學習意義，也學會對自己的決

定負責。 

(三) 親子情感凝聚 

小孩子平常上課，家人大都關心

課業的表現，看起來學習除了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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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其實家長壓力也不小，深怕

孩子學習落後。所以，學生下課，家

長忙著送孩子上補習班、安親班，維

繫親子關係似乎關注的只有課堂學習

這回事，包括做家事這件事情，似乎

也跟孩子無關。如果鬆綁寒暑假作

業，增加家長和孩子相處時間，親子

共同規劃旅遊行程、學著幫忙做家事

及有空陪阿公阿嬤，相信這樣的寒暑

假作業，身為家長的我是很支持的。 

(四) 多元 E 作業學習平臺 

數位學習（e-learning）是網際網

路上重要的應用，世界各國無不積極

在進行數位學習科技的研究。以現今

科技發展，已經可以透過互動模式，

由聲音、文字、圖片和影像等媒介，

經由網路同步傳輸，和其他學習者共

同分享知識及經驗。所以，教育局實

施取消寒暑假作業規定，應同步考量

多元 E 作業學習平臺，讓寒暑假處理

作業遇到困境時，能透過 E 化平臺獲

得實質的幫助，且學生可上傳分享自

己的學習狀況，教師也能及時鼓勵。 

四、結語 

「取消寒暑假作業」不代表寒暑

假就不必有作業，而是學生要在寒暑

假中體驗更多的生活。因此，重點不

在「取消」與否，而是寒暑假作業如

何設計，才不至於流於制式、呆板。

我相信如果寒暑假沒有作業，又不規

劃寒暑假生活，那麼學生的寒暑假生

活就快樂了嗎？也不盡然，反而會應

驗了小時候的一句俚語：「放牛吃

草」，這應該也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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