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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负担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界一直所关注的一

个话题，如何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成为广大研究者热议

的问题。为此，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来分析学业负担，

包括学业负担形成的原因、内涵及影响等等，并从社

会、学校、家庭多方面寻找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途径。
近来有研究者认为可以通过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减

轻学生的学业负担。[1][2]本研究运用元分析的方法探索

教学效能对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是否有效？如果有

效，这种效应有多大？有哪些因素调节这种效应？本文

试通过全面透视教学效能对学生学业负担影响的研

究结果，发现教学效能与学业负担之间的关系值以及

在众多调节因子中寻找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值的变量，

为教师发展等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教学效能、学业负担的概念与分类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班杜拉（A·Bandura）
提出了自我效能理论，将自我效能界定为个人对自己

在特定的情境中是否有能力去完成某个行为的期望

或完成某种结果所需行为的能力信念。[3]教师教学效

能感概念的产生是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在教学

中的应用。Ashton 认为教学效能感是教师对自己能够

完成所有教学任务的信心，教师相信他们有能力影响

学生的成就。[4]有研究表明，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学生

的成绩、学生的动机呈明显的正相关。[5][6]罗生全与孟

宪云以学业负担的“善治”为逻辑起点，从教学效能的

视角寻求久治不愈的学业负担治理之突围径向。切合

研究的需要，我们采用罗生全与孟宪云对教学效能的

分类，包括个人自我效能和一般教学效能。个人自我

效能包括教学认知、教学情绪、教学期望，一般教学效

能包括教学能力、教学策略、教学业绩和教学环境（这

里的教学环境主要指人文环境）。[7]

学业负担（课业负担）的分类较为多元，从评价

的角度来看，段鹏阳等将学生课业负担划分为三个方

面，即学生课业负担的主观感受，学生课业负担的客

观表现，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造成的身心发展结果。[8]

艾兴认为学业负担是主观（压力判断、负担感受）和

客观（学习时间和学习任务）相互作用形成的，其关

键指标有学习时间、课业质量、课业难度和学习压

力。[9]绿色指标项目通过调查学生的睡眠时间、做作

业时间和补课时间来反映学生的学业负担，调查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心理负担和焦虑来评介学生

的学习压力。[10]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业负担指

数构建项目通过调查学生的睡眠时间、书面作业时

间、学校补习时间、校外补习时间、体育锻炼时间来

呈现学生的学业负担水平。[11]在综合以上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将学业负担划分为主

观感受和客观表现两个维度。其中，主观感受包括学

生对校内外学业任务、课业质量、课业难度等方面的

教学效能对学业负担影响的元分析
笮刘 姣 朱娅梅

摘 要：本文综述了教学效能对我国大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效果的文献。来自37篇论文和5份未出版报告，包

含82758名学生及教师，覆盖各地区的98个独立效应值显示教学效能中等程度地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效应值

为-0.537）。在各教学效能因子中，教学环境较大程度地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教学效能主要减轻学生主观感受方面

的学业负担，对作业时间的减少几乎无影响；生物、数学和物理学科对教学效能与学业负担有更大的调节效应。
关键词：元分析；学业负担；教学效能；中小学生

刘 姣 朱娅梅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考试与评价研究院 （上海 200062）

教育法治·学业负担问题研究·

27- -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18.10.007



主观感受，学习兴趣、学习压力、学习焦虑；客观表现

包括学习时间、作业时间、校内补课时间、校外补课

时间、睡眠时间、体育锻炼时间和考试频率。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元分析（meta- analysis）是对关于同一个问题的

多项独立的定量研究进行再分析，进而得出更具普

适性的结论。本研究将通过元分析技术探讨教学效

能与学业负担之间的关系，验证以下研究假设：假设

1 是教学效能对学业负担减轻有显著效应；假设 2
是教学效能对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主观感受效应更

大，但对减少作业时间效应不大；假设 3 是教学效能

对减轻学生理科科目学习的学业负担效应更大。
（一）文献搜集

贺菲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总结到教学效能相关

的词汇有教学效能、教学效能感、教师效能感、教学

有效性、教师有效教学，[12]胡惠闵在其研究中所采用

的学业负担相关的关键词有学业负担、课业负担、学
习负担、学生负担、减负。[13]参照上述教学效能与学

业负担的关键词，并加入教学效能和学业负担分类

的各因子作为本研究的关键词。在国内外公开发表

及未公开发表的数据库中展开搜索，这些数据库有：

中国知网、万方资源、ERIC、JSTOR 以及大型教育监

测数据库，共检索到以我国大陆中小学生为研究对

象的 1151 篇文献。文献析取的标准为：（1）以探究教

学效能与学业负担关系为主题；（2）文献报告数据完

整；（3）文献中的样本大小明确。应用上述标准对文

献进行阅读筛选，除去综述文献、重复发表文献以及

未明确标明数据的文献后，共计有 42 份文献符合入

选标准。这 42 份文献产生于 2001- 2016 年间，其中

期刊文章 1 篇，学位论文 36 篇，未出版报告 5 份。
（二）研究特征编码

对筛选出来的文献进行特征编码，包括出版特

征、设计特征、实施特征等具体编码（见表 1）。相关

值的产生以独立样本为单位，对每个独立样本编码

一次。如果文献包含多个独立研究，对应进行多次编

码，总计有 98 个独立研究。
需说明的是，根据所能收集到的文献，教学效能

有 3 个因子进入编码，学业负担有 5 个因子进入编

码。教学效能与学业负担的其它因子由于文献不足

的原因未进入编码。文献编码由两位作者完成。首

先，两人独立完成对所有纳入文献的编码。然后，将

文献编码结果进行对比，存在疑义或不一致之处再

由两人讨论决定最终编码结果。对 98 个独立研究的

编码，两位编码者的一致性信度达到 0.96。
（三）效应值计算

目前的元分析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

应模型，我们的元分析中包含的出版类型、出版时间、
学科、学段、区域、教学效能因子、学业负担因子不同，

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并且有理由相信这些因素之间的

差异性会影响研究结果，因此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加

合理。在后面的元分析中将采用异质性检验来验证我

们的模型选择。选定模型以后，本文的研究遵循 Lipsey
和 Wilson 介绍的元分析方法，[14]对 98 个独立研究按照

公式分别计算出效应值、标准误和权重（见表 2）。
表 2 效应值的编码信息（示例）

注：N：样本个数；ESi= 每个研究的平均效应值；Sei= 平均效应

值的标准误；Wi= 平均效应值的权重。

三、数据处理及结果

（一）总平均效应值

计 算 得 出 该 研 究 的 总 平 均 效 应 值（average
weighted Cohen’s d）为 - 0.537，①总平均效应值的标准

误为 0.123，②其 Z检验值为 - 4.356③小于在 p=0.01 情

形下的临界值 - 2.58，所以这个研究样本的总平均效

应值在统计上显著，即教学效能对学生的学业负担减

轻有中度显著效应（通常，比 0.3 小的效应值是轻度，

0.3- 0.7 之间的效应值是中度，比 0.7 大的效应值是高

度）。相应地，围绕总平均效应值的 99%置信区间不包

括零，揭示了研究总体（假设这个样本是从其中抽取

的）的总平均效应值估计值的相对精密度。
（二）异质性检验

同质性检验是以 Q 统计量为基础的，它服从自

表 1 研究特征的编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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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度为 k- 1 的卡方分布，其中 k 是效应值的数量。
如果一组效应值是某个总体的效应值的抽样估计，

则称这组效应值是同质的。与每个效应值有关的方

差被分解为两个分量 ν*
i=νθ+νi，其中 νθ

④指的是随机

的或研究之间的方差分量的估计值，νi 指的是对象

层次的抽样误差有关联的方差的估计值。计算得，Q
值达统计学上显著水平（p＜0.01），⑤表示拒绝同质

性虚无假设，所以该组效应值不能被认为是同质的。
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我们选定以随机效应模型

来进行元分析是准确的。
（三）调节因子的分析

该部分内容处理哪些研究特征调节教学效能对

学生学业负担的效应值。表 3 是从被分析的研究特

征中确定显著调节教学对学生学业负担影响的因

子，这里所有的效应值都是由随机效应模型下的权

重 Wi 加权计算得到的。
表 3 调节教学效能对学生学业负担影响的因子（k=98）

注：B 为非标准化的系数，SE 为标准误，效应值均用随机效应

模型下的 Wi 加权，*p＜0.05，**p＜0.01

我们通过检查每个研究特征调节教学效能对学

生学业负担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和测定系数 R2

来检查这些研究特征是否能解释效应值的变异。研

究结果显示，出版类型、学科、教学效能因子和学业

负担因子调节教学效能对学生学业负担具有显著的

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未出版报告具有更大的调节

效应，其效应值为 - 1.300，期刊和学术论文的效应

值分别为 - 0.526 和 - 0.386；各学科效应值分别为生

物 - 0.711、数学 - 0.580、物理 - 0.446、政治 - 0.428、
英语 - 0.356、化学 - 0.311、语文 - 0.295、地理 0.240，

相对而言，生物、数学和物理学科较其它学科具有更

大的调节效应；教学效能各因子中，教学环境具有更

大的调节效应，其效应值为 - 1.505，教学认知和教

学策略的效应值分别为 - 1.095 和 - 0.386；学业负担

各因子中，学习压力具有更大的调节效应，其效应值

为 - 2.104，负担感的效应值为 - 0.482、课业难度的

效应值为 - 0.474、学习兴趣的效应值为 - 0.467、作
业时间的效应值为 - 0.035。

四、结论与讨论

（一）教学效能中等程度地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相较于社会层面宏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学校层面的地域、性质、生源和校长领导力等客观因

素，以及家庭层面的父母经济地位、文化水平和职业

等既定因素，教学效能是一个更为可控的因素。本研

究的结果表明，教学效能中等程度地减轻学生学业负

担，即教师良好的教学效能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压

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达到减轻学生学业负

担的目的。刘光余的研究亦表明，在生源质量、办学资

源和师资水平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的县级中学，教

师在一定哲学观指导下，综合运用科学和艺术的手段

来提升教学效能，由此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探索

出了教得有效、学得愉快、考得满意的县中模式。[15]因

此，通过促进教师教学效能发展来减轻学生的学业负

担是一个颇佳的选择。教育部门可以通过提升教师教

学效能的途径来实现中小学减负的目的。
（二）教学环境较大程度地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在教学效能的各因素中，教学环境较大程度地减

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减少学生的作业时间。而教学认

知虽较大程度地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却中等程度地

增加了学生的作业时间。教学策略中等程度地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压力，且对减

少学生的作业时间几乎无影响。这表明良好的师生关

系、师师关系和生生关系，以及教师对学校的认同感，

对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有显著效果。教师公平地对待

学生、对学生的见解持开放态度、鼓励及信任学生，认

为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逐步学会做人的过程，这让学

生从心理上感受到学习是一件快乐的有意义的事。因

此，构建良好的教学环境应是学校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的首要之举。学校构建良好的教学环境，给教师和学

生一个友好的教学和学习环境，提高教师对学校的认

同感，建立和谐的师生、师师、生生关系，进而达到减

轻学生学业负担的目的。
（三）教学效能主要减轻学生主观感受方面的负

担，对作业时间的减少几乎无影响

教学环境和教学认知较高程度地减轻学生的学

习压力，教学策略中等程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说明，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下，持能力教学观的教师

较知识教学观的教师更关注学生能力的发展，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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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不会担心自己考不好、怕成绩不好而被别人

看不起、担心让父母失望等而产生学习压力。以学生

为中心的探究性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但是，教学策略和教学认知对减少作业时间几

乎无显著效果，甚至增加了学生的作业时间。这引

发我们思考，在不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情况下，从其

它角度探索如何减少学生作业时间的途径，如设置

个性化的学生作业，不仅仅是减量，更要保质，提高

作业的效率。对作业本身展开研究，依靠现代化的信

息技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和高效的作业，减少重复、
低效的作业。实现在不降低学生学业成绩的前提下，

减少学生作业时间方面的负担，从而全面减轻学生

主客观两方面的学业负担。
（四）生物、数学、物理学科对教学效能与学业负

担有更大的调节效应

生物、物理、数学三门学科均中等程度地调节教

学效能对学业负担的影响，相较于政治、英语、语文等

学科的调节效应大。这或许是因为生物、物理、数学偏

重于思考与理解，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性教学策略有

助于学生理解课程内容，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降低课业的难度和学生的负担感。因此，从减轻学生

学业负担的角度出发，教师可以在生物、数学和物理

学科更多地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性教学策略。

五、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是文献的结构相对缺乏。一

方面，本研究只选择了教学效能的部分因子和学业

负担的部分因子，关于教学效能的教学情绪、教学期

望、教学能力和教学业绩因素和学业负担的其它因

素的文献则无法收集到。本研究中的期刊论文关注

教学效能与学业负担的总体，学位论文偏向于关注

教学策略与学业负担某一因素之间的关系，且仅仅

有学位论文关注某一具体学科。另一方面，文献的数

量相对不足，小学阶段的研究仅 4 项，期刊类型的研

究仅有 3 项，数据量少而无法报告此项内容。因此，

教学效能的其它因素对学业负担的调节作用还有待

收集更多的文献进一步的探索。
教学效能、学业负担、学业成绩三者之间的关

系有待探索。以降低学生的学业成绩为代价来减

轻学业负担，相信这是难以被教育部门、家长和学

生本人所接受的。本研究中探索了教学效能与学

业负担之间的关系；亦有研究探究了教师的教龄

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呈现倒 U 型的关系；[16]学生作业

时间与学业成绩成倒 U 型关系，即学生的学业成

绩随着作业时间增加而增加，到一定程度时随着

作业时间的增加而降低。[17]而教学效能、学业成绩

以及学业负担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等是值得研究

的课题。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高峰学科建设项目

“义务教育段学生学业负担指数开发”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陈霞）

注释

①在随机效应模型下，以 Wi 作为权重计算总平均效应值：ES= ∑Wi*ESi
∑Wi

②总平均效应值的标准误：SE= 1
∑Wi姨

③总平均效应值的显著性：Z= ES
SE ，ESl=ES-Z1-α*SE，ESr=ES+Z1-α*SE

④νθ= Q-（K-1）

∑Wi- ∑EWi
2

∑Wi

⑤Q=∑（Wi*ES
2

i）- ∑（Wi*ESi）
2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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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eaching Efficacy on School Students' Workload
LiuJiao & Zhu Yamei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teaching efficacy on student workload in grade K-12.

A meta-analysis of 98 independent effect sizes extracted from 42 studies involving a total of 82758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dicated
teaching efficacy have a medium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student workload （mean ES=－0.537）.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student and teacher greater extent reduce the students' workload; teaching efficacy mainly to reduce the subjective
feeling of students in the academic burden and no effect on the reduction of operating time; biological,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were
found to reliably mode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efficacy.

Keywords: meta-analysis, student workload, teaching effects, 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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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Contributions in the Student Burden Alleviation:
Taking subject selection system of Shanghai Caoyang No.2 High School in Response

to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an Example
Yi Zhenzhen & Wang Yang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aoyang No.2 High School,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Nowaday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it is a commonplace topic to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students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s one of the numerous measures taken by Shanghai Caoyang No. 2 High School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subject selection advisory system is a successful attempt to "student burden
alleviation on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field, this advisory system fully taps th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of promoting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actors in the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s completed.
The long-term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student burden alleviation necessitates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all the actors, and it can form
a joint effort to ensure the dynamic well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Keywords: student burden alleviation on school,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ubject selection advisory system, education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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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ntelligence is the key to improve students' reading literacy; relying on communication to generate significant is the goal of
improving students' reading literacy.

Keywords: reading literacy, PISA 2015,test results,analysis,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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