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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双减”成果明显。但是，学生睡眠时间、作业

时间达标率现状仍有提升空间。学校需要进一步加强作业管理，合理安排、

统筹各学科作业时间，培养学生时间管理能力，提高学生作业完成效率。

《温州市2022年小学生学习品质监测综合报告》出炉

“成绩逆袭者”有何“抗逆”秘招？
日前，《温州市2022年小学生学习品质监测综合报告》

出炉。本次监测由温州市教育评估院组织，全面多元考察学
生学习状况，重点测查学生的学习品质情况、数学和英语学
业成就，以及影响学习品质和学业成就的相关因素。评估院
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首次发布了各县（市、区）监测成绩单，
出于保密考虑，采用了代码形式，各县（市、区）只能看到自己
的成绩。

报告显示，学生学习品质、学业表现良好，但教育均衡有
待提升；学校的归属感、运动习惯、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等关
键要素对提升学习品质作用较大；学生负担有所改善，还有
进一步减轻的空间；家长较为关注学生学习，但部分群体学
生成长过程中家庭角色存在缺位。

现本报聚焦部分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热点，邀请温州市教
育局督导处处长、市教育评估院院长方文跃予以解读。

聚焦一
学习时间是否越长越好？

学生学习时间和学业成绩间的关系并非单调递增，当学习时长超过

某一临界值后，学业成绩不再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提升。由上图可知，对

于英语学科来说，当学生每周英语学习时间在8小时内时，随着学习时

长的增加，英语成绩不断提升；但当每周英语学习时间超过8小时后，随

着学习时长的增加，英语成绩不再稳步提升，开始出现波动。

对于数学学科来说，当学生每周数学学习时间在10小时内时，随着

学习时长的增加，数学成绩不断提升；但当学生每周数学学习时间超过

10小时后，随着学习时长的增加，数学成绩反而在下降。

传统观念往往认为，学习时间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学生学业成绩的提

升，时长的堆砌，或多或少都能带来知识的增长。但实际上，过度强调学

习时长会束缚学生的成长，让学生成为“时间的囚徒”。

事实上，学习时长是成绩提升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高效的学习最

终依赖于学生的学习品质，如何高质量利用时间比学习时长的简单堆砌

更加重要。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约翰·卡罗尔提出了著名的学校学习模

型，认为学生学习效果是一个由学生实际学习时间、学生能力、教学质量

共同决定的函数。

聚焦二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孩子学业成绩越好吗？

本次监测抽样学生中，全市处境不利学生共有7987人，占比25%。

处境不利学生中，抗逆学生占比27.2%，非抗逆学生占比72.8%。

处境不利，却能脱颖而出，实现学业逆袭，这些学生在学习品质方面

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想学、会学、乐学、耐学的品质更加优良；更善于接

收老师对学习品质培养提供的支持。

对于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所采取的求助方式 ，从学生不同学业水平

角度来看，学优生中有46.6%的学生选择了自己独立思考，后进生中有

27.8%的学生选择了自己独立思考，两者相差18.8个百分点，而学优生

和后进生对其余5种学业求助方式的偏好并无明显差异。总体而言，学

优生更喜欢选择“自己独立思考”“利用网络或者书籍查阅资料”和“寻求

老师的帮助”，而后进生更喜欢“利用网络或者书籍查阅资料”和“寻求老

师的帮助”。

样本：
全市163所学校的31246名

五年级学生、709名相应学科任课
教师和32153名家长。

学习时长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投入，往往被期望能够促进成绩的提

升。但学习时间是否越长越好？相同的学习时间，能否带来相同的学习

效果？不同类型学生，学习时长堆砌带来的效应是否一致？

全球性PISA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论表明，学生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越高，学业成绩也越好。然而事实上总有部分学生，虽来自经济

状况较差的家庭，却能克服所处的不利环境，取得优异成绩。本次评估

中，称这类学生为“抗逆学生”。

本次监测，温州市教育评估院参照PISA测试，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处于总体后1/4的学生定义为“处境不利学生”，将学业成绩处于总体前

1/4的学生定义为“高学业成就学生”。处境不利且具有高学业成就的学

生即为“抗逆学生”，处境不利且非高学业成就学生称之为“非抗逆学生”。

聚焦五
选择学业求助方式，后进生是否要模仿学优生？

对学优生而言，“自己独立思考”是本次监测中唯一能显著正向影响

其学业成绩的学业求助方式。但对后进生而言，选择“自己独立思考”对

提升其学业成绩的效果并非最佳。

培养学生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固然重要，但需要建立在已基本掌握

应知应会的知识点并且没有理解偏差的基础上，因而对于后进生而言，

在没有透彻掌握相应知识点前，借助外在资源，比如利用网络或者书籍

查阅资料、寻求老师的帮助或和同学交流讨论，更有助于后进生及时查

漏补缺，纠偏理解错误的知识点，搭建思维框架。

聚焦三
“双减”之后，学生负担减轻了吗？

聚焦四
解锁孩子一生幸福的底层密码，父母怎么做？

亲子关系是孩子最早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父母的品德，对子女的

教育方式以及态度等，都在这种关系中直接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产生影

响，也将影响子女今后的人际交往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教育的根，

也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底层密码。

本次监测在亲子关系方面，发现四个现象。

现象一、社会经济低水平家庭和多胎家庭亲子关系有待增进。

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看，三类家庭间的亲子关系指数均存在显著差

异，其中“高水平”家庭中的亲子关系表现相对较好，“低水平”家庭中的

亲子关系表现相对较弱。从家庭子女个数看，不同子女个数家庭间的亲

子关系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一胎家庭学生的亲子关系表现相对较好，

三胎及以上家庭学生的亲子关系表现相对较弱。

现象二、父母陪伴越久，亲子关系越好，且父亲陪伴效果优于母亲。

现象四、想要提升亲子关系，父母可与子女多聊孩子感兴趣的话题。

聚焦六
一胎家庭的亲子关系是否比多胎更好？

从亲子关系水平看，一胎家庭亲子关系好的水平人数占比为

46.7%；三胎及以上家庭亲子关系一般水平人数占比为 29.8%。从家长

参与水平看，一胎家庭的家长参与高水平的人数占比为45.1%；三胎及

以上家庭的家长参与一般水平的人数占比为31.8%。

本次监测调查显示，子女数的增多，会容易引起父母对孩子的忽视，

因此在多胎家庭中，父母应当重视公平公正，要给予每个孩子同样的关

注与接纳，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营造温暖信任的良好家庭氛围，让每个

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现象三、想要提升亲子关系，父母可多陪子女一起吃晚餐、一起锻炼。

2022年不同学业成绩学生睡眠时间对比

此外，监测显示后进生睡眠达标率偏低，作业时间偏长。各县（市、

区）“双减”实施成效不一。

2022年不同学业成绩学生作业时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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