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假期無功課計畫，學生自學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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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童功課繁重，有小學生平日更要與功課搏鬥至晚上十一、

十二點，長假期亦有不少課業。有見及此，有機構於 2017 年復活節

假期與香港兩所小學合作，推出「長假期無功課」計畫，讓學生自

主設定學習目標和實踐方法，當中大多與個人興趣和建立生活技能

有關，如學習洗菜和單手騎腳踏車，調查發現，參與計劃的高小學

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勝於其他學生。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期望，長遠可

將長假期無功課計劃推展到更多學校，讓學生擁有「自我學習決定

權」。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於 2017 年四月與香港兩

所小學，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衞理小學及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

學合作，在復活節的十二天假期推行「復活假無功課──自主學習計

畫」。以這兩所小學的 929 名學生作實驗，邀請兩校的初小（小一

至小三）和高小（小四至小五）學生互相比較，兩校共 458 人如常

做功課，另外 471 名學生則於復活節假期間無功課，但需自行訂立

目標並想辦法在假期內實踐。在復活節以有功課和沒功課作參照組

和實驗組，並邀得浸大教育學系教授譚肖芸在放假前後檢視成效，

分析無功課長假期的學習效能。研究顯示，以 5 分為滿分計，高小

實驗組學生對假期的「鬆弛滿足感」有 4.13 分，明顯高於參照組的

3.88 分，顯示無功課的高小學生，其學習、鬆弛和心理滿足感都較

有功課的高小學生高；而高小學生嘗試無功課後，反而對「功課有

助當前學習」的觀感增加，也自評自己的學術能力提升，相反參照

組的學生，則覺得假期功課「愈做愈無助當前學習」。研究又請學

生假期前後自評學術能力，以 4 分為最高計，「無功課」高小生評

分由 3.1 上升至 3.33，而參照組的評分則與放假前相若。在假期滿

意度方面，整體受訪學生的鬆弛滿足度高於心理滿足度及學習滿足

度，而無功課的高小學生相比有功課的學生，在身心鬆弛方面得到

更大滿足。 

不過， 研究數據亦反映，「無功課」對初小生來說未必有幫助。

在放假的「鬆弛滿足感」方面，「無功課」初小生自評有 3.87 分，

較參照組的 4 分略低；而對於功課有助學習方面，初小生不論有功



 

課或「無功課」，在假期後的觀感都變差，「無功課」的跌幅較明

顯。另外自評學術能力評分，「無功課」初小生亦由 3.64 分跌至放

假後的 3.38 分。負責研究的浸會大學教育學系譚肖芸指初小學生自

評易受外界因素影響，亦反映是次研究缺少測量學生全人發展的指

標，因此與預期有落差。 

參與計劃的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校長趙潔華指出，功課必須

具有意義，否則學生缺乏學習興趣和動機，失去成效；如家長和校

方只看重學生的學術成績，而忽略個人自理能力，亦會出現失衡的

問題，故以自主學習方式設計假期「功課」，不但可以把假期「還」

給學生，也可照顧個別學習差異和有助校方了解不同學生的興趣和

專長。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衞理小學校長林德育認為，計畫讓學

生有更多時間和空間實踐自我學習，「我不是要學生甚麼功課也不

做，而是有自主。」他認為這「留白」的空間有助建立學生對學習

的興趣。他展示學生假期設計的成語漫畫，指除了中文運用，還結

合繪畫；如果學校沒有給予學生這些空間，一般難以在課堂看到這

些另類的功課。他認為功課只是為鞏固日常學習，可尋求以功課以

外的方法達到同一目標，相信無功課不會影響學習進度。 

過了一個無功課復活節假期的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小三學生

蘇日朗，定下學習洗菜的目標，本身以為很簡單，但試過後才發現

洗菜步驟複雜，要翻開菜葉取出菜蟲，其母更指「兒子第一次洗菜，

才知菜有沙石」，中途更顯沒耐性，其後經鼓勵，才堅持把菜洗乾

淨。在這過程中可學到課堂以外的知識，亦明白到母親平日的辛勞，

學懂感恩。蘇母形容，自己不是「怪獸家長」，過往長假期的功課

性質沉悶，對兒子能跳出既有框架去學習感開心，她亦不擔心無功

課會影響成績。她指，今年暑假兒子更自行訂立目標，了解颱風天

鴿的形成等。 

參加計劃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衛理小學小六生吳佩琳說，

平日功課繁忙，她在上述計劃終可做想做的事，例如創作漫畫故事。

在基慈小學就讀小四的鍾思珩參加了計劃，她自訂的目標是學打羽

毛球，思珩媽媽指，起初曾擔心沒有功課會令女兒心散，忘記之前

所學的知識。誰料女兒參加計劃後，懂得分配時間和訂立學習目標，

比以前更有責任心，亦不用父母提醒，便自動自覺溫習和做功課，

他們的親子關係亦比以前好。 



 

基慈小學三年級班主任葉佳表示，剛開始也擔心學生會無所適

從，但在老師指引下，大都能完成預期目標。她表示，學校需要與

家長溝通，引導他們思考什麼對子女發展最為重要，又強調正因為

整個學界氛圍都「需要」學生做很多功課，學校才更要帶頭先行動

起來，減輕學生不必要的壓力。她補充指，給學生留有空間引導他

們合理安排自己想做的事，亦可令其學習興趣有所提升，通過完成

目標亦可增強獲得自信心，例如有學生自學做機器人，令他對科學

相關興趣更大，小息時亦會主動與同學分享討論。她觀察到，同學

回來會熱烈分享彼此在假期的目標，帶動課室的討論氣氛。對於有

家長擔心假期沒有功課會影響銜接學業，葉佳指，家長要考慮子女

真正的需要和可承受的壓力，「既然講明是一個假期，不是一個暑

期補習班，為何不能放過小朋友，釋放空間呢？」她表示，校內所

有參與學生的家長都回應正面；又指學生學習氣氛佳對親子關係、

老師的教學都起正面作用，因此非常支持學校開先河，推行長假期

無功課。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服務主任朱麗英指出 ，現今

學校功課重抄寫操練，期望計劃可「放空」學生，得到學習空間及

喘息機會。  她表示，時下學生 3 時許放學，但做功課則需數小時，

對功課感到不少壓力，令他們缺乏動機學習其他東西，故希望在長

假期可釋放空間，讓學生自訂目標，尋回興趣和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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