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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考线下生是我国现行中学教育阶段普遍存在且社会反应强烈的特殊学生群体。选取一所主要以中考线
下生为生源的私立高中，从思想动态与人际交往、学习的投入程度和自觉性、学习目标及动力、学习能力与学习障碍、学

生心理活动与行为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中考线下生在思想动态与人际交往方面表现比较良好；在校学习情

况、学习状态表现及心理活动与行为等方面则显得较为消极。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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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线下生是指在中考升学考试中没有考上所选择的学校，综合分数（总分数加上奖励分数）没有

达到当地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或达到当地最低录取分数线由于志愿填报失误导致没有被录取，以致不

能继续接受高中教育的考生。由于招生政策规定学校的录取方式是以志愿为顺序，以分数为依据，择优

录取，招满为止，导致部分学生不能继续接受高中教育。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考生和家长希望进入理

想的学校，即使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也强烈要求进学校学习，对这种情况，学校也会考虑他们的需求，这

部分学生也叫择校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择校现象［１］，线下生成了学校招生计

划的补充。一方面，择校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普遍性，是大众高度重视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

择校有利于重新整合有限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率，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２］。然而，择校现象的出现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端［３－８］。高额的择校费用不仅增加了线下生就学的负担，也助长了教学系统

的腐败。而且，线下生就学以后学习成绩普遍落后升学压力较大，不能得到老师足够的重视，在一定程

度上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９－１４］。优化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择校机制，使得择校合理化和规范化，是现

阶段教育改革中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通过在一所主要以线下生为生源的私立高中进行实地调查，分

析和总结中考线下生在高中教育中的各方面表现情况，发现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

１　材料与方法
着眼于中考线下生择校就学以后的学习过程与心理健康状况，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西安

市某私立高中３３５名线下生进行调查研究。该校的生源全部为中考线下生，其中高一年级（４个班），共
１８９人；高二年级（３个班），共１２７人；高三年级（２个班），共６０人。问卷涉及学生思想动态与人际交
往，学习的投入程度和自觉性，学习目标及动力，学习能力与学习障碍，学生心理活动与行为五个方面。

调查过程安排合理细致，学生态度认真，调查结果真实可靠。共发出问卷３３５份，回收３１０份，回收率为
９２．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思想动态与人际交往

学生思想动态与人际交往调查结果（表１）显示：学生对于是否担任班委成员没有太大的倾向性。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０２
作者简介：唐佩（１９９１－），女，陕西西安人，硕士，中学二级，主要从事基础教育与地理教学研究。



第２期 唐佩，等：中考线下生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

关于班级荣誉的问题中，约９５％的同学认为自己与班级荣誉相关，学生班级荣誉感的强化，有利于班级
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在人际交往方面，大多数学生能够与室友及身边的同学相处融洽，并且乐于帮助

身边的同学，这有利于学生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群体氛围中成长，能够形成正确的自我身份判别，学生的

和谐相处，也有利于学校和班级开展各项活动。事实上，约８２％的学生是活动的参与者，然而，主动、积
极参与班级或学校活动的学生却不到一半，这与中学生在学习较为紧张的高中生活中需要适度放松心

情，调整心态的特征不符。据了解，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够高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校

的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学校每一年的活动不外乎篮球赛、歌唱比赛、朗诵比赛和元旦汇演。形式过于单

一，对于追求内容新奇、形式多样的学生来说，缺乏吸引力；二是学生课余时间被压缩，没有过多精力参

加课余活动。参与调查的学生在校作息时间表显示，学生白天需要学习学校安排的课程，晚自习主要用

来完成晚辅课程和作业，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

表１　学生思想动态与人际交往情况

问题 选项 Ａ（％） Ｂ（％） Ｃ（％）

你是否愿意担任班委成员？ Ａ．是　Ｂ．否　Ｃ．无所谓 ３８．０６ ２７．１０ ３４．８４

你认为班级荣誉和你有关吗？ Ａ．紧密相关Ｂ．有关系Ｃ．没关系 ３８．７１ ５５．１６ ５．４８

你与室友相处的融洽吗？ Ａ．是　Ｂ．否　Ｃ．一般 ７５．８１ ３．８７ １９．０３

你是否愿意帮助身边的同学？ Ａ．是　Ｂ．否　Ｃ．不清楚 ８７．７４ １．９４ ７．１０

你会积极参与班级或学校组织的活动？ Ａ．是　Ｂ．否　Ｃ．不确定 ３６．１３ ６．７７ ５７．１０

你在班级活动中承担什么角色？ Ａ．组织者Ｂ．策划者Ｃ．参与者 １０．３２ ７．７４ ８１．９４

２．２　学习的投入程度和自觉性
学生学习的投入程度和自觉性调查结果（图１）表明：能够一直专心听老师讲课的学生不到１／２，且

能够听懂２／３以上课堂内容的学生也仅占３８．３９％，近６１％的学生只能听懂上课内容的１／２或更少。
在课后投入学习的时间中，只有约２３％的学生是在２小时及以上。作业的完成情况也不理想，约３７％
的学生在作业完成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且课后自觉性学习的比重偏低。学生在上课时的听课状态及

课后在学习方面的自觉性将会直接影响学生后续的学习行为。

图１　学生学习的投入程度和自觉性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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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学习目标及动力
学生学习目标及动力的调查结果（图２）表明：一半多学生对于自己现阶段的学习现状并不满意，多

数学生没有好好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活。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６９．５１％的学生认为自己高中的学习目标
是考大学，１２．２３％的学生是毕业或者根本没有目标；为了自身发展需求而学习的学生仅占４８％，而将
近５２％的学生则是以家长的期望或其他外部物质条件为主要学习动力。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多数
学生对于高中毕业后的职业规划主要是入伍从军、打工或者帮家里做事，高中文凭只是他们进入社会的

一块“垫脚石”。由于该校生源主要是线下生，入学费用较高，不仅给学生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压力，也

给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负担。

图２　学生学习目标及动力调查结果

２．４　学习能力与学习障碍
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习障碍调查结果（表２）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一般或较差，

约８８％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自学能力一般或较差。这说明学生自我效能感［１５］的判别较低，即学生对自

我学习能力推测与判断的期望值较低。高中生普遍压力较大，除了必须承受来自课程和升学的压力外，

家庭、人际交往和健康等其他问题更加重了学生负担，使学生产生无力感。自制力差被多数学生认为是

干扰自己学习的主要因素，且２１．２９％的学生认为学习前景迷茫，看不到方向。多数的学生对自己未来
的学习潜力没有明确的认知，只有２７．４２％的学生对于自己未来的学习潜力充满信心。从学校的家长
会参会情况来看，第一学期学生家长基本都能如约而至，而后期家长的签到率逐渐降低。家长对于学生

成绩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大多数学生家长认为孩子学业基础较弱，对学生成绩不抱有太大期望。

家长的这种行为对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心理暗示，使学生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信心下降。

表２　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习障碍调查结果

问题 选项 Ａ（％） Ｂ（％） Ｃ（％） Ｄ（％）

你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属于？ Ａ．优秀　Ｂ．良好　Ｃ．一般　 Ｄ．较差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３ ４５．１６ １１．２９

你的自学能力如何？ Ａ．强　Ｂ．一般　Ｃ．较差 １１．６１ ６３．８７ ２４．５２

你的学习压力主要来源于？ Ａ．考试　 Ｂ．课程难　Ｃ．家庭　 Ｄ．其他 ２４．８４ ３８．０６ ３１．２９ １７．４２

干扰你学习的因素是？
Ａ．学习环境　Ｂ．学习氛围　Ｃ．自制力差　
Ｄ．前景迷茫

１８．０６ ２８．０６ ５６．４５ ２１．２９

你认为自己的学习潜力如何？
Ａ．潜力非常大　Ｂ．一般水平　Ｃ．不清楚　
Ｄ．不太大

２７．４２ ３３．５５ ３３．８７ 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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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学生心理活动与行为
从学生心理活动与行为调查的结果（图 ３）可以看出，成绩排名对不同的学生影响程度不同，约

６９％的学生认为班级名次对自己影响一般或没有影响。这说明学生对于成绩的在意程度较低，多数学
生将考试的失败归因于自己没有努力，这样的归因会导致学生在学习上否定自己的努力，从而选择逃避

学习。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调查显示，老师的关注会使４０．３２％的学生感到不安和拘束，说明了师生关系
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调查发现学生与老师关系不密切的原因在于，老师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表现较

好或表现较差的学生身上。对于表现较好的学生老师会对他们报以高的期望值，而对于表现较差的学

生老师关注的主要方式是行动上的束缚和言语上的嘲讽。在学校生活中，５５．４９％的学生经常或偶尔发
脾气，且６９．０３％的学生经常或偶尔感觉到孤独或失落。高中年龄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迅速成长的阶
段，学生的特点是：好动、焦躁、好奇心强、易被外界干扰且容易焦虑［１６］。学生存在较为广泛而明显的心

理健康问题，过多动用不成熟心理防御机制导致心理健康水平降低，主要表现为强迫观念和行为、人际

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情绪及偏执、精神病性等症状［１７］。问卷调查显示：影响学生情绪的因

素主要是同学关系、学习成绩、学校管理及延伸的家庭问题。虽然这四个方面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学

校管理所占比例最高，说明学校的管理对于学生的情绪的干扰程度较大。多数学生能够自行调试自己

的情绪，这有利于学生及时调整到稳定的心态，避免情绪化时间延续过长。

图３　学生心理活动与行为调查结果

３　结论与讨论
从学生在思想动态与人际交往、学习的投入程度和自觉性、学习目标及动力、学习能力与学习障碍

和学生心理活动与行为等五个方面的调查结果来看：学生在思想动态与人际交往方面表现比较良好；而

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况、学习状态表现及心理活动的摆动方面则显得较为消极。学生在进入高中之后对

于学习的投入程度和自觉性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继而对学习状态及自我预期等产生一连串不良反

应，致使学生对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存在不足。师生管理和相处方式的不恰当，使学生心理发生相应变

化，影响师生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夸美纽斯说过：“教育在发展健全个人。”未成年人的发展需要社会、学校、家庭赋予其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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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阶段是学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让学生有更好的成长环境，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而针对文中以接收线下生为主的高中来说，同样需要通过学校方面的努力，弥补学生的“先天不足”，提

出针对上述问题的有效策略。

第一，加强学校的引导性管理，使校园活动更加多样化。线下生在历经中考的打击后，重新对高中

充满期望，他们需要在活动中不断调整。学校应从管理方面入手，根据学生的生理特性，合理安排学生

的作息时间，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学校作为监督角色，使这些学生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第二，营造学习氛围，培养学习习惯。根据马卡连柯“平行影响”的教育思想，教师要影响个别学

生，首先要去影响这个学生所在的班级，然后通过这个学生集体与老师一起影响这个学生，这样就会产

生巨大的力量。班杜拉指出：“一个人与什么人交往，不管是他自己所选择的还是被强迫的，都限定了

他所能学到的行为类型，因为这些行为的类型被多次地观察。”［１８］所以合理运用榜样的力量，能起到潜

移默化的作用。

第三，帮助学生树立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根据“最近发展区”［１９］理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鼓

作气很难坚持下去时，需要适时给学生提供帮助，即“支架”，让学生有能够奋力跃起达到的目标，将目

标进行分割，让学生能够“望梅止渴”，从而获得更加持久的学习动力。

第四，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归因分析。对于线下生，我们不能一味地对其进行学业上的高要求。线

下生的中考失利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学生进入高中后，老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成败归因分

析，发现自身问题，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进取心。

第五，尊重学生人格，营造和谐师生关系。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得不到别人尊重的人，往往有强烈

的自尊心，你信任他，任用他，赋予他更多的责任，往往是调动他积极性的重要手段。”［２０］线下生由于中

考的失利，会产生自卑情绪，得到别人的尊重对线下生生活和学习至关重要。高中生的生理已与成年人

相似，但心理上仍较幼稚，因而老师需要及时关注学生，了解学生需求，掌握管理学生的技巧，避免师生

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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