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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  从“90”后到“00”后

为全面及时地了解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发展状况，同时通过持续、纵向的对

比研究探索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规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先后于1999年、2005

年、2010年和2015年在全国十个省市进行了四次“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

查。每次调查都在前一次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经过历次修订，2015年与1999

年的问卷有了较大的差异，所以本报告选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三次数据

进行对比研究，且强调2005年和2015年的对比，即“90后”和“00后”的代际对

比—全书对“90后”和“00后”特征的描述分别以2005年和2015年的调查数据

为根据，以期全面描述10年来中国少年儿童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探索代际差异的

表现及成因，并就促进我国少年儿童的发展提出建议。

2015年的调查于2015年5〜11月进行，在北京、广东、上海、山东、辽宁、

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和陕西等10个省市42个区县162所中小学（小学四年级

至初中三年级）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360份，其中男生占47.6%，女生占

52.4%；小学生占53.1%，中学生占46.9%；城乡样本各半。

本次对比研究，我们主要从学习、价值观、消费、休闲生活、媒介素养、心

理发展、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学校环境、少先队组织与活动等方面对“00后”

的特征进行全面描述。鉴于留守儿童权益保护问题是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本

课题组还在201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的基础上

对此进行了专题探讨。

总报告  从“90后”到“00后”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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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0后”的学习特征

负担更重，出现从学校转向家庭、从课业负担向课外负担转移的特

点；学习认知更务实，内部动机下降，外部动机升高；学习满意度明显

下降，尤其对课堂内容的满意度显著下降；学历期望回归理性，希望获

得博士学位的比例大幅降低。

1.“00后”的学习负担更加沉重，在校时间更长，写作业时间超标严重，上

课外班时间显著增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减负政策，“减负”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本次研究中我们主要以学生的在校时间来衡量课堂负担，以家庭作

业量来衡量课业负担，以课外班时间来衡量课外负担。

1990年6月4日实施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五条规定：“学生每日学习

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6小时，中学不超过8小时，大学不超过10小时。

学校或者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增加授课时间和作业量，加重学生学习

负担。”然而，本次调查数据显示，“00后”小学生平均在校8.1小时，比国家

规定最高时间（6小时）超出2.1小时，比“90后”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延长了

0.6小时，“00后”小学生在校时间超过国家规定时间（6小时以下）的比例达

75.0%，比“90后”仅减少了0.4%；“00后”初中生平均在校11.0小时，比国家

规定最高时间（8小时）超出了3.0小时，比“90后”延长了0.4小时，“00后”

初中生在校时间超过国家规定时间（8小时以下）的比例达85.9%，比“90后”

增加了2.7%。

表1  三次调查少年儿童学习日在学校时间状况（小时）

年  级 规定标准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平均值 超标 (%) 平均值 超标 (%) 平均值 超标 (%)

小  学 6小时以下 7.5 75.4 6.7 60.0 8.1 75.0

初  中 8小时以下 10.6 83.2 7.7 46.3 11.0 85.9

由表1可以看出，与“95后”相比，“00后”小学生平均在学校时间延长1.4

小时，超标比例增长了15.0%；“00后”初中生平均在校时间延长3.3小时，超

标比例增长了39.6%。可见，学生在校时间超标的比例出现了先降后升的趋势。

少年儿童发展状况.indd   2 16-9-27   下午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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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  从“90”后到“00”后

“95后”在校时间超标比例比“90后”大幅度降低，到“00后”又大幅度拉升，

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

2010年，我们国家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再次吹响了“减负”集结号，这或许是2010年调查数据偏低的重要

原因。但是，5年过去了，数据再次警示我们，少年儿童的在校时间不仅没有缩

短反而延长，达标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攀升。

根据原国家教委1994年公开发表的《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

重课业负担的意见》和2013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中

的建议，本次研究以小学每日家庭作业量不超过1小时、中学不超过1.5小时为指

标来衡量“00后”家庭作业时间的变化。表2数据显示，与国家规定相比，学习

日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小学生超出0.7小时，超标66.4%。初中生超出1小时，超标

78.5%；休息日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小学生超出1.8小时，超标81.1%。初中生超出

2.3小时，超标87.1%。

表2  三次调查少年儿童做家庭作业的时间状况（小时）

年  级 规定标准
2005年学习日 2010年学习日 2015年学习日

平均值 超标 (%) 平均值 超标 (%) 平均值 超标 (%)

小  学 1小时以下 1.5 56.2 2.7 59.3 1.7 66.4

初  中 1.5小时以下 2.2 45.1 3.5 52.9 2.5 78.5

年  级 规定标准
2005年休息日 2010年休息日 2015年休息日

平均值 超标 (%) 平均值 超标 (%) 平均值 超标 (%)

小  学 1小时以下 2.2 70.5 3.0 65.0 2.8 81.1

初  中 1.5小时以下 3.0 57.7 3.8 61.7 3.8 87.1

注：初中生国家规定时间是1.5小时，但调查统计超标时是以2小时为准的。

从表2可见，与“90后”相比，“00后”小学生学习日做家庭作业时间延

长0.2小时，超标比例增加10.2%；休息日做家庭作业时间比“90后”延长0.6

小时，超标比例增加了10.6%。初中生学习日做家庭作业时间比“90后”延长

0.3小时，超标比例增加了33.4%；休息日做家庭作业时间比“90后”延长0.8小

时，超标比例增加了29.4%。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和2010年相比，2015年“00后”的家庭作业时间的

确有了较大幅度降低。这或许是因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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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0年）》政策的出台，使学生的家庭作业压力有所改善，但是即使这

样，“00后”做家庭作业的时间仍然比“90后”长，而且超标比例增幅明显。

对“00后”上课外班的时间进行比较发现，“00后”休息日上课外班时间为

2.1小时，是学习日的2.6倍多；不论是学习日，还是休息日，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少年儿童上课外班的时间逐步增加，而且休息日的增幅超过学习日；“00

后”与“90后”上课外班时间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00后”学习日上课外班时

间是“90后”的两倍，“00后”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是“90后”的3倍（见图

1）。这表明，和“90后”相比，“00后”的课外负担有显著增加。

2005年

学习日 休息日

2010年 2015年

2.5

2.0

1.5

1.0

0.5

0.0

0.4

0.7
0.6

1.1

0.8

2.1

 图1  三次调查少年儿童上课外班的时间状况（小时）

由此可见，“00后”的学习负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在校时间更长，

家庭作业时间超标更严重，上课外班时间显著增加。并且，和2010年比，从客

观测量上看“00后”做家庭作业时间的确在缩短，但是课外班的时间却一直呈

现增长趋势。这说明少年儿童的学习负担出现了从课业负担向课外负担转移的

特点。学校虽然减轻了学生写作业的负担，但是家庭又在课外为少年儿童增加

了新的负担。

2.“00后”对学习重要性的认知呈现下降趋势，学习动机更加务实，为了造

福社会而学习的比例下降显著

学习认知是对学习的认识，影响人们对学习的态度与行为。本次研究重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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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  从“90”后到“00”后

较了少年儿童对学习重要性、学习动机等的认识。数据显示，和“90后”相比，

“00后”认为学习重要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5年少年儿童认为学习重

要的比例为93.2%，2010年为92.6%，2015年为90.6%，共下降2.6个百分点。

对学习动机进行研究发现，“00后”学习动机更务实，为了将来有个好工

作、适应将来的社会竞争、实现理想的比例更高。由表3可见，52.9%的“00

后”学习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上述目的。我们把这些目的归为自我提高的内驱力，

即学习动机是为了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90后”相比，这类学习动机逐渐上

升，共增长3.3个百分点。

表3  三次调查少年儿童学习动机状况(%)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附属的内驱力（外部动机）

让父母满意 11.8 11.5 11.6

怕老师批评惩罚 1.5 1.4 2.0

担心同学看不起 1.9 1.1 1.9

合  计 15.2 14.0 15.5

自我提高的内驱力（外部动机）

将来有个好工作 16.8 17.5 18.7

实现自己的理想 21.0 22.4 21.9

适应将来的社会竞争 12.8 13.4 12.3

不知道为什么学习 0.1 0.1 0.7

其  他 0.3 0.3 0.7

合  计 51.0 53.7 54.3

认知的内驱力（内部动机）

将来造福社会 17.3 16.4 13.2

喜欢读书 6.9 7.0 6.6

使自己更聪明 9.7 8.8 9.4

合  计 33.9 32.2 29.2

另一个变化显著的趋势是学生的认知内驱力在下降。认知内驱力是一种内

部动机，它是学习动机三个组成部分中最重要、最稳定的部分。但是从表3中可

见，“00后”学习的动机是将来造福社会、喜欢读书、使自己更聪明的比例共计

29.2%，和“90后”相比呈现下降趋势，共下降4.7个百分点。

此外，还有15.5%的“00后”学习的动机是为了让父母满意、不想被老师惩

罚或让同学看得起。这类学习目的可以归结为附属的内驱力，和“90后”相比，

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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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这三类学习动机中，只有认知的内驱力呈现下降趋势且降幅增大，

2015年较2010年下降了3.0%，2010年较2005年下降了1.7%，降幅近1.8倍。由此

得出，“00后”对学习的认知趋于务实。

3.“00后”对课堂内容和课堂形式的满意度均呈现下降趋势

学习满意度是学生对学习活动的感受或态度，可以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愿望

及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本次研究主要调查了“00后”对课堂内容和课堂形式的满

意度。数据显示，12.7%的“00后”对课堂内容不满意，比“90后”上升了3.3

个百分点。而对课堂满意的比例从“90后”的90.6%下降到87.4%，10年来首次

出现低于九成的少年儿童对课堂内容满意的情况。2010年和2005年相比上升了

0.2%，2015年比2010年下降了3.4%。可见，少年儿童对课堂内容的满意度已经

出现下降趋势且降幅增大（见表4）。

表4  三次调查少年儿童课堂内容满意状况（%）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很不满意 1.2 1.5 2.7

不太满意 8.2 7.8 10.0

比较满意 41.5 40.8 40.4

非常满意 49.1 50.0 47.0

表5数据显示，“00后”对小组互动式的课堂形式满意度最高。数据显示，有超

过八成的“00后”对“参加小组讨论”感到满意（81.7%），其次是“回答老师的提问”

（74.2%）和“向老师提问题”（60.0%）。可见，“00后”对合作学习模式的课堂形式满

意度最高，对问题探究模式的学习形式满意度低。由表5还可以看出，虽然2005年、

2010年、2015年三次调查中学生喜欢的课堂形式排序没有变化，但是，和“90后”相

比，“00后”对参加小组讨论的满意度增加了2.5个百分点，对“回答老师的提问”和

“向老师提问题”的满意度分别减少了0.7个和13.8个百分点。可见，“00后”对课堂形

式满意度下降但降幅不大，对合作学习模式的课堂形式满意度最高，且呈现代际上

升趋势，而对问题探究模式的课堂形式满意度较低，且呈现代际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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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三次调查少年儿童课堂形式满意状况（%）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在课堂上，

我喜欢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问题探究模式）

很不满意 3.4 4.3 4.8

不太满意 21.7 19.8 20.9

比较满意 35.9 34.9 33.9

非常满意 39.0 41.1 40.3

在课堂上，

我喜欢向老师提出问题

（问题探究模式）

很不满意 5.1 8.6 9.8

不太满意 21.1 29.7 30.2

比较满意 34.2 32.4 28.7

非常满意 39.6 29.3 31.3

在课堂上，

我喜欢参加小组讨论

（合作学习模式）

很不满意 5.1 4.8 4.7

不太满意 15.7 13.8 13.6

比较满意 33.5 32.9 34.0

非常满意 45.7 48.5 47.7

4.“00后”的学历期望以研究生为主，对博士学历的期待呈现下降趋势

由表6的数据可见，“00后”对学历的主要期待是博士研究生（39.7%），

其次是硕士研究生（21.8%），排在第三位的是本科（20.1%）。从2005年到

2015年的10年间，少年儿童对学历期待的主要顺序并未发生改变，仍然首选博

士，其次是硕士、本科。但是，和“90后”相比，“00后”对博士学历的期待呈

现下降趋势，下降了16.3个百分点；对硕士和本科的学历期待分别上升2.8个和

9.7个百分点。父母对孩子的学历期待也呈现同样的趋势，对博士学历的期待下

降了12.6个百分点，对硕士和本科的期待分别上升4.2个和8.4个百分点。

表6  三次调查少年儿童学历期望状况 (%)

自己的学历期望 父母的学历期望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代际

差异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代际

差异

初  中 0.9 0.5 1.6 0.7 0.9 0.5 1.3 0.4

高中或中专、

技校、职中
6.5 5.3 8.4 1.9 6.3 4.4 5.7 -0.6

大  专 7.2 4.8 8.4 1.2 8.6 6.6 8.6 0

本  科 10.4 15.0 20.1 9.7 13.8 18.7 22.2 8.4

硕士研究生 19.0 22.2 21.8 2.8 16.6 20.7 20.8 4.2

博士研究生 56.0 52.1 39.7 -16.3 53.9 49.2 41.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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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00后”及其父母对学历的期待逐渐回归理性态度，尤其对博士学历

的追求有大幅度下降，对高学历的追求不再如“90后”及其父母那么热衷。

5.建议：改变育人理念，改变教育评价机制和人才标准，进行政策和制度

层面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探索全面评价学生发展的评价

机制，保障教育质量。继续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破解教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少年儿童的学习与受教育状况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综合问题需要综合治

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只

有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问题，才能收到良好的改革效果。要减轻学生压力，首先

要在制度上建立和完善教育均衡的保障体系，使各地义务教育水平均衡地向高质

量高水平发展。家长和教师要改变育人理念，把培养高素质人才作为教育的最终

目标，重视少年儿童的思想品德素质、能力发展、个性发展、身心健康等一系列

因素，改变评价机制，不能把分数作为衡量少年儿童、衡量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的唯一标尺。此外，还要改革考试、升学等教育评价体系，改善学校考核办法，

探索全面评价学生发展的评价机制，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等配套制

度或措施促进“减负”科学进行，以此保障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二、“00后”的价值观特征

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层次化、复杂化的特点，同时又更具有强烈

的自主性和时代性；他们既高度认同主流价值观，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

识，希望获得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价值观

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较大，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

1. 亲情友情呈现增长趋势，社会价值呈现下降趋势

对比少年儿童的幸福观发现，对温暖的家的渴求、对友情的需要是少年儿童十

年来不变的选择。三次调查的数据比较，“有温暖的家”始终排在第一位，并呈现出

增长趋势，“00后”（59.4%）与“90后”（55.2%）相比增长4.2个百分点；“有知心朋

友”始终位居第二位，增长趋势更显著，“00后”（46.9%）比“90后”（39.9%）增长7.0

个百分点（见表7）。此外，“健康”“快乐”“自由自在”“受到尊重”均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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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三次调查少年儿童的幸福观（最多选2项，%）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有温暖的家 55.2 59.4 59.4

有知心朋友 39.9 44.2 46.9

为社会做贡献 28.7 24.5 14.6

健  康 17.1 18.5 19.0

快  乐 13.7 16.8 15.6

事业成功 13.0 8.4 6.4

自由自在 8.2 7.3 10.7

受到尊重 8.1 8.7 10.6

有  钱 2.4 1.2 2.4

有权有势 1.4 0.8 1.9

享  受 0.8 0.6 1.0

可见，亲情、友情在少年儿童心目中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友情的分量呈

明显上升趋势，这也彰显了现代社会人际支持、朋友交往的重要意义。但是，

“为社会做贡献”的价值取向呈现明显下降趋势，“00后”比“90后”的选择

比例下降了14.1个百分点。可见，“00后”的社会责任感没有“90后”强烈。

而且，“为社会做贡献”这一选项在排序上也有明显下降。“90后”将其排在

第三位，仅次于“有温暖的家”和“有知心朋友”。“00后”则将其降为第五

位，落在“有温暖的家”“有知心朋友”“健康”“快乐”之后。其次，把“事业成

功”看作人生幸福要素的比例也有所下降，“00后”比“90后”下降了6.6个百分点，

而且在排序上也降到“自由自在”“受到尊重”之后。这说明和“90后”相比，“00后”

更注重个人的成长与感受，更看重个体的幸福，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则逐渐下降。

2.谦虚品质更被看重，对长辈的孝心呈现下降趋势

对“90后”与“00后”最认可的道德品质比较发现，善良、诚实、勇敢、守

信均是少年儿童推崇的重要品质，均排序在前五位。由此可见，10年来少年儿童

的道德价值取向没有明显变化。

不同的是，“90后”更认同“孝敬”的品质，将其位列第五，而“00后”将其降为

第六位。相反，“谦虚”品质在2005年位列第六位，2015年一跃升为第三位（见表8）。

这可能是因为“00后”生活在迅猛发展的新时代，他们更认识到当代社会必须是与人

合作、共图发展的时代，因此，正确认识自我、客观评价自我与他人、不骄傲自大或自

少年儿童发展状况.indd   9 16-9-27   下午3:06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