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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云 

一、前言 

        本校尊孔独立中学于 2013 年开始实行五天制的上课制度，以每天增加一节
课，延长放学时间的方式将所有课程（包括政考课程）集中在周一至周五上完，
周六则是采取学生休假，教职员隔周休假的策略。部分联课活动被安排在周一、
周四、周五放学后两个小时内进行，其余的联课活动则在周六进行。此项制度
对本校的教学、联课活动及行政作业皆有重大的影响，校方为了检验此制度的
实施成效，于 2013 年年中向大部分的教师与学生进行了五天制的问卷调查，约
有 80 位教师和 1082 位学生填写问卷，各占教师总数的 60%与学生总数的 51%。
校方希望透过此问卷调查了解新制度是否对全体师生在教学、联课活动、行政
工作上的表现以及对个人的身心状况皆有所助益，并以此作为评估五天制的参
考依据。 

 
        本文乃是上述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报告。在进入分析内容之前，有几点必
须说明：第一，本文并不是一份行政报告，因此本文不打算罗列一项一项的数
据报告，而是将好几项的结果综合为一个现象来分析讨论，希望读者所看到的
不只是数字比例，而是数字背后所可能承载的涵义或所透露的讯息。至于个别
的数据结果则会在附录的地方以表格的形式附上，内文就不再一一重述。其次，
本文分析的重点会放在三个部分：同意的人数凌驾不同意人数的百分比；不同
意的人数凌驾同意人数的百分比以及没有意见作为最大多数选项的百分比。为
了让行文更加流畅与简洁，内文并不会随时标注这些百分比的数据，而是以文
字的叙述来交待同意（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以及
没有意见三者之间的比较关系。例如“大多数的教师同意 XXX”这样的叙述方
式是表示在 XXX 这个项目里，教师的同意人数的百分比是凌驾于不同意人数的
百分比。 
 
二 、问卷调查的结果（一）：教师部分 
 
        大多数的教师都同意五天制对他们的备课具有正向的影响，除了备课时间
更充裕，备课的素质也略有提升，而且多数也承认五天制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
间与其他教师交流以及参与培训活动。然而，增加周休的休息时间并没有增进
上课素质，无论是教师上课的心情、精神面貌、上课进度与效果都没有获得显
著的提升。这或许可以解读为上课时间浓缩为五天的后遗症。不少教师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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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调查中都透露新制度使得上课进度更加赶，加上放学时间延后，教师与学
生的上课精神有所下降，上课效果自然也难以提升。 

 
        五天制只让教师增加与其他教师互动的时间（这或许得益于备课、课外休
闲与参加活动所提供的接触机会），但是与学生的互动并没有增加，总体的人
际关系也没有比以往更好。 

 
        教学部分方面，多数教师认为五天制使得他们整体的教学表现更好，但是
这对提升教学热诚的作用显然不大。从问卷结果来推断，大部分的时间都分配
在个人休息、备课与参加各项活动上，以致于批改作业、出考题和改考卷的时
间依然吃紧，教师们也无法利用隔周休的制度增加阅读自修的时间或发展其他
的兴趣专长。 

 
        大多数有行政任务的教师都认为五天制让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行政工
作，但是却没有连带促进个人行政的表现与活动筹办的素质。这个“增加时间，
但没有提升整体活动素质”的现象不只出现在教学与行政上，也出现在联课活
动上。多数学会顾问教师承认增加休息时间的五天制让他们以更愉快的心情参
加联课活动，而且活动时间比较充足，活动时间的分配也比较理想。愉快的心
情与充足的时间也一并改进顾问老师与学会成员的关系，从而提升整体的团队
精神。然而，多数顾问老师却不认为自己比以往更加投入学会活动，表现也没
有进步，而且多数也认为学会活动的素质、学生的团队表现并没有因此而提升。 

 
        总的来说，五天制让教师有更充裕的时间备课与处理行政工作，他们多数
也得益于休息时间的增加，心情因此更加愉快，生活也更加充实。不过吊诡的
是，心里的正向效应并没有在整体上使得他们更加健康与幸福。若要全面评价
五天制在教师身上的实施效果，这些乍看之下不协调的结果必须放在一个更大
的框架内解读。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重要的讯息：在问卷的 38 项选
择题中，有 24 项呈现这样的情况：没有意见是最多人选择的回答。对此我们不
太可能解释为教师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毕竟这些都是与他们的日常工作、生
活息息相关。若结合他们在开放问答所提供的意见来看，这个现象最有可能的
解释是：五天制的确增加了他们的休息时间，但是这些时间远远不够抵消他们
的工作量，每两个星期多出一天的休息就等于将工作量统统转嫁到工作天，在
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每天的工作负担自然有增无减。选择“没有意见”很可能
是为了避免引致误解而不得已的做法。一方面他们对目前的状况难称满意，但
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希望这些不满意的讯息被错误解读为取消五天制的诉求，
因此只好以折衷的“没有意见”来表达“情况有改善，但还不够好”的现况。  
        从问卷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的教师都不同意恢复周六上课及进行联课活
动，这表示他们并不认为取消五天制就能解决目前的问题。事实上，要解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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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问题也的确不需要取消五天制，因为工作量的高居不下与教师需要更多的
休息与沉淀时间在本质上并没有互相冲突，若能更有效地规划时间，就能在增
加教师休息时间的同时不增加单位时间的工作量，但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情。这个问题将留待综合分析的部分继续讨论。 
 
三 、问卷调查的结果（二）：学生的部分 
     
        纵观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五天制的改进效果并不明显。在学习方面，多
数学生认为五天制让他们更好地规划周末活动，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考试，也
有更多的时间发展其他兴趣与专长。但是，在其他学习相关的项目，不同意的
人数却凌驾同意的人数，这些项目涵盖上课（上课精神、专心度、吸收能力）、
作业（完成作业的时间、作业的素质）、考试（考试当天的状态）以及课后学
习（规划学习内容与时间、预复习课业的时间、阅读课外书的时间）。也就是
说，多数学生认为五天制实施以后，他们上课与考试的状态与素质并没有获得
改善，他们也并不因此拥有更多的时间完成作业、预复习及阅读课外书。总的
来说，五天制并没有提升多数学生的整体学习效果。 

 
        在联课活动方面，多数学生认为在调整联课活动的时间之后，活动时间比
较充裕，他们与顾问老师和学会会员的关系变得更好，整体的团队精神与表现
也略有改善。然而，整体表现的进步却不蕴含个人的进步，个人参与学会的投
入感、心情与表现并没有提升，而且有不少学生抗议上课天安排联课活动严重
影响他们第二天的上课精神与学习效率。 

 
        最后，多数学生仅承认五天制让他们能善用周六不需到校的时间，生活也
比较充实有意义，但是他们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并没有增加，身心也没有比较健
康快乐。大多数学生并不满意现有的上课时间与联课活动的时间安排，就如他
们在开放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延长上课时间，并把联课活动安排在放学之后的
政策并没有顾及学生的身心状况，太长的上课时间让学生身心俱疲，不只影响
学生后段节数的学习效果，也影响当天参加学会活动的表现。而且对于某些住
家偏远的学生而言，延迟放学还会产生交通与安全的问题，无怪乎大多数学生
都不同意目前的上课时间与联课活动时间的安排。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不
赞成校方恢复周六上课与进行联课活动，这意味每周多一天的休息时间对大多
数学生来说还是很重要。  
 
四、 综合分析 
        从上述两个问卷调查的回馈结果来看，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就是我们是否有可能从上述的调查结果中建立一个全面性、融贯性的五天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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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效益的分析与评估报告？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的调查结果都显示，他们对五
天制作用的评估往往出现不一致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例如：为何多数教师同
意五天制使得他们的整体教学表现更好，却没有因此提升他们的教学热诚？为
何多数教师承认五天制实施后，他们的心情更加愉快，生活更加充实，但是整
体的幸福感却没有获得提升？为何在学生问卷调查的 27 个项目中，只有 10 个
项目显示同意五天制带来正面效应的人数是凌驾于不同意的人数，其余 17 个项
目都呈现相反的结果，但是多数学生却不希望五天制被取消？这些表面上不协
调的现象是否有可能在一个更大的解释架构内获得合理的诠释？  

 
        五天制增加了每个月的休息天，但是教师与学生的工作量与学习量并没有
改变，学校规划教学活动与教学时间的方式也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要腾
挪出这些天出来，就必须增加工作与学习的时间单位，例如延长学生在校的时
间，将教学与联课活动尽量安排在五天内完成。或者在原有的工作与学习的时
间单位内增加工作量和学习量，例如行政的时间并没有延长，但是将六天的工
作量浓缩为五天。这个新制度首要的冲击对象，就是活动现场的表现与状态。
无论是上课、上联课活动还是筹办各项活动，都需要以充沛的体力与足够的时
间为前提。延长在校时间无疑是消耗师生的精力，教学与联课活动的素质自然
也随之下滑。增加单位时间的工作量则是让教职员每天更加忙碌。时间越少，
人们要做的事越多，加上一个活动所牵涉的人事物比较多，比较复杂，大家都
在有限的时间内赶工，效果自然也比较不好。或许我们会感到疑惑，五天制的
目的不就是要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休息时间，从而提升教学与联课活动的表现素
质吗？为何更多的休息时间反而让效果不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入
更深刻的层次来思考问题。 

 
        五天制是以增加零碎时间的负担来支撑一个完整且连续的休息时间，这样
做的好处是：师生的生活会更加丰富与充实，因为的确有很多活动是需要一个
连续的时间单位才能完成或有更好的素质，特别是涉及到思考或学习的项目，
例如备课、才艺学习等等。当然，有利往往也有弊，在时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其他单位时间的负担因此被加重。我们无法以前者的正面效应来抵消后者的负
面效应，因为一来整体时间感并不等同于部分时间感的相加，好比说我们不能
实施每周工作两天，但是每一天必须工作 20 小时这样的制度，因为人体每天的
承受度有限，再多的整体休养也不能抵消部分的过度消耗。二来这两者所产生
的价值或负面价值在本质上是不可共量的。由于不同类型的价值无法比较，无
法相互抵消，一些正面价值（例如更加充裕的时间）也许支撑了某些项目（教
学表现的提升），但是却无法抵消负面价值（工作天更加疲累）所产生的负面
效应（例如因疲累而受挫的教学热诚）。换句话说，五天制的实施有利有弊，
现有的价值知识无法告诉我们哪一些价值或负面价值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例如
我们无法肯定教师整体的教学表现在价值上是否凌驾于上课的素质，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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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师生无视五天制所衍生的弊病而倾向于维持五天制，某个程度上可说是
间接地证实了价值的不可共量性。即使不同意五天制带来正面效应的人数凌驾
于同意的人数，教师与学生也不会因此就判断整体时间所产生的价值不如部分
时间所产生的负面价值而主张五天制必须被取消。 

 
        要判断五天制是否应该继续执行下去，理论上有两个可能的进路。第一个
是价值一元论的进路：校方根据办学的愿景目标自行设定一个最高价值作为价
值判断的仲裁者。以教育机构的性质而言，学生的学习表现是最有可能的价值
选项。也就是说，我们无视五天制的各种利弊，只看重五天制是否能增进学生
的学习表现，并以此来决定五天制是否是一个值得保留的制度。第二个是属于
解决实际问题的进路。这种进路并不在意哪一个价值比较重要，而是把焦点放
在消灭弊病上。第一种进路在执行上是最简单的，但是它却衍生更多的理论问
题，例如若以成绩作为学生学习表现的证据，那么校方是否无意中导向了唯成
绩论的发展方向而违背了办学初衷？若不以成绩为凭据，我们又如何获得客观
且明确的证据来评估学生的学习表现？第二种进路则预设五天制的问题是来自
执行的层面而非理念的层面，因此不需要花费力气去辩论价值的问题。这类进
路在理论上很简单，但是执行上却非常困难。在现有的教学架构下，我们所能
运用的时间资源非常有限，五天制的问题其实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要在维持
五天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弊病的产生，唯一的可能就是打破现有的教学架构，
例如将某些学科重复或有关联的学习内容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学习内容，这样就
能减少某些学科的节数之余不牺牲学习的分量。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可能在
这里提出完整且详细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太广，绝非三言两语
就能说清，因此只能在此结束。 
 
五、结论 
 
        五天制是尊孔独立中学本年度一项影响重大的新政策。从问卷调查的结果
来看，此政策的实施结果有利有弊。我们难以直接从这些利弊交错的结果中总
结出五天制的整体实施效应，除非我们人为的把某些价值项目赋予特别重要的
地位，或者以找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此问卷调查的最终目的。然而就如前文
所指出的，这两种方式的牵涉面都很广，要真正的解决问题，校方或许需要全
面反省现有的教学与行政制度。有时候，局限我们的并不是有限的时间资源，
而是我们所赖以运作，日用而不知的行事架构与处理方式。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就是此问卷调查是师生自评的结果，在性质上是属于主观性的意见。主观性的
评估意见无可避免会受到个人的成见、感觉以及当时填写问卷的情绪所影响。
校方若想确认五天制是否在整体上增进教学素质，不能只参考主观性的评估意
见，还必须辅以某些更加客观和明确的证据，方能获得更全面与更可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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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一一一一：：：：        教师问卷调查结果教师问卷调查结果教师问卷调查结果教师问卷调查结果    

类型 项目 百分率（%）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没
有
意
见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教学活动 有更充裕的时间备课 4 25 31 36 5 
备课素质提升 4 25 42 28 1 
有更多时间与其他老师交流 5 26 35 33 1 
有更多时间与学生互动 2 26 43 26 0 
有更多时间批改作业 11 25 31 25 9 
有更多时间出考题或改考卷 7 25 38 25 5 
上课的心情更好 5 26 41 23 5 
上课的精神更好 4 35 31 21 7 
上课的效果更好 5 23 44 20 5 
上课的进度良好，不会赶课 9 42 31 14 5 
有更多时间阅读与自修 12 31 19 27 9 
有更多时间参与校本或校外培训活动 4 25 36 32 2 
有更多时间参与学校的非教学活动 4 25 43 27 1 
教学热诚有提升 5 20 51 23 1 
整体的教学表现更好 4 20 46 28 2 

行政工作 有更充裕的时间处理行政工作 5 11 19 19 0 
行政表现有提升 2 14 22 15 0 
活动筹办更有素质 5 15 26 7 0 

联课活动 更加投入 5 31 37 22 1 
表现更好 6 31 41 17 1 
以更愉快的心情带领活动 7 26 35 27 1 
活动时间分配理想 11 23 31 27 4 
活动时间充足 11 16 36 30 4 
活动素质提升 9 23 44 16 2 
活动时间影响第二天上课的精神 2 30 35 22 6 
与学会成员的关系更好 0 14 62 19 2 
整体的团队精神有提升 2 17 52 22 1 
整体的团队表现有提升 2 21 53 19 1 

整体状况 有更多时间发展其他兴趣或专长 6 33 32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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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6 32 17 36 7 
身体更加健康 10 25 42 19 4 
心情更加愉快 7 25 33 27 6 
人际关系更好 2 20 53 20 2 
生活更加充实 2 19 46 25 7 
人生更加幸福 6 23 48 15 6 

其他 是否同意目前联课活动时间的安排？ 9 19 27 37 7 
是否同意目前上课时间的安排？ 9 16 19 49 6 
是否同意恢复周六上课及进行联课活动？ 23 38 15 10 10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二二二二：：：：        学生问卷调查结果学生问卷调查结果学生问卷调查结果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类别 项目 百分率（%）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没
有
意
见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学习 上课的精神更好 10 30 41 15 4 
上课比以前专心 8 31 42 15 3 
上课吸收能力更好 7 30 44 16 3 
有更充裕的时间完成作业 13 33 30 18 6 
作业完成的素质提升 7 30 40 19 4 
能更好的规划学习的时间与内容 8 27 39 21 4 
能更好的规划周末活动 8 18 25 29 20 
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考试 9 20 33 26 11 
考试当天更加精神充沛 10 25 40 18 6 
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课外书 9 23 36 24 8 
有更多的时间预习或复习课业 8 23 39 23 6 
有更多的时间发展其他兴趣或专长 8 19 28 30 13 
整体的（课内与课外）的学习效果有提升 8 20 47 20 4 

联课活动 活动时更加投入 11 26 32 22 8 
活动时表现更好 9 22 37 23 7 
以更愉快的心情参加活动 10 24 31 24 10 
与顾问老师的关系更好 9 16 47 19 8 
与会员的关系更好 5 12 38 33 11 
整体的团队精神有提升 8 19 42 21 7 
整体的团队表现有提升 9 18 43 2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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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充足 14 17 29 27 12 
活动时间的安排对第二天的学习没有影响 17 22 33 19 7 

整体状况 身体更加健康 9 22 44 16 7 
心情更加愉快 11 21 36 22 9 
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更多 15 20 31 21 11 
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 8 16 43 22 10 
能够善用周六不需到校的时间 11 10 20 23 36 

其他 是否同意现有联课活动时间的安排 16 19 35 19 10 
是否同意目前上课时间的安排 15 20 36 20 7 
是否同意恢复周六上课及进行联课活动 39 13 20 10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