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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中小学中存在着大量"学困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弥漫其中的厌学情绪!可以说厌学情绪已成为学

生学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自身对于学习的理解接受态度&教师的教学因素&教材内容的编排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都是产生厌学情绪的重要原因$ 提高学生对于学习意义的理解&改变知识呈现方式&更新教学内容以及形成全社会积极

向学的和谐氛围!都有助于改变和减轻厌学情绪的滋生和蔓延!从而减少学困生的存在!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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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都在关心着青少年的发展#他们的学业成绩更是广大家长和教师关心的重点#而大量学困生

的存在也成为家长和教师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 如何解决中小学生学业困难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而产生这种状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自身的厌学情绪#它比任何外部条件的限制都更加深刻的影响着

他们的学业成绩& 对于中小学生厌学情绪的重视和全面的分析#有助于找到提高他们学习兴趣的关键

点#从而促进他们学业成绩的提高&

%5厌学情绪!一个现实存在而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美国的威廉3格拉瑟曾经说过#)当学生一心向学时#教学是项艰辛的挑战.但是当学生无心学习

时#教会他们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4*

'%(学生们的无心向学#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能就是他们厌学情绪开

始的第一步& 何为厌学情绪0 简单地讲#就是学生对于学习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把学习所给自己带来

的体验看成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在经历某事的时候产生的是积极快乐的体验#那么

我们一般会选择通过实践次数的增加去加深这种体验#反之#如果是痛苦的体验#我们就会选择逃避这

种实践活动& 当学生们在学习生活中产生的是因分数不高%教师的批评以及家长的责备而带来的消极

体验时#他们就会极力避免再去接触到学习活动#从而避免这种痛苦的体验& 厌学的情绪存在于大量的

学生中#且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学困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厌学情绪也是导致学生学习障碍的推手#是影响

学生学业成绩的最大敌手&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面对学困生#教师一般的做法是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措施使学生解决面临的学习

难题#而这些措施大部分是外在的%强制的措施& 这里有 # 个误区!首先#学习是学生的学习#更是学生

用心去学习#任何外在的%强制的手段都不是必须的#有时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教育效果.其次#重视分数%

重视学生按照规定的方式学习#而不重视学生内心真实的想法和体验#会使学生对于这些属于学习活动

的附属物以及学习产生排斥& 也就是说#教师们常常关注的是外在的对于学生行为的控制#而忽视了对

于学生内心的关注与了解#这种后果就是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而且忽视学生的这种情绪#转而采用一

些脱离学生内心的做法#会使这种情绪越来越加深& 这是教师们经常的做法#它们是常见的%简单的#但

绝不是必须%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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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厌学情绪产生的原因分析

对于学生厌学情绪原因的分析就是要探讨这种情绪的产生机制是什么#从而有利于我们有针对性

地解决他们的学习问题& 这其中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学生们内在的因素#二是各种外在因素的

影响&

#*%5学生对于学习知识的理解接受态度!最关键因素

在校园生活中#学习活动只是学生经历的一部分#当他们面临很多活动时#便有了选择& 美国的威

廉3格拉瑟在他的选择理论中认为#我们所有表现出来的都是行为#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选择的结果#

所以#我们的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是一种选择#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内在的心理需求& 对

于学习这种行为来讲#它不是外塑的和他律的#而是由基本的需求所驱策& 学生选择学习这种行为#是

出于内心的需要#即他们认识到学习对自己是有用和有意义的#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选择去学习& 现实

中#大部分的学生选择排斥学习行为#而选择学习以外的活动#多因为他们感觉到学习并不能满足他们

的基本需要#比如归属%爱以及自由等#学习所带来的只是痛苦的经历与记忆#所以他们选择了逃避

学习&

#*#5教师的教学因素影响

教师的教学因素包括教育方法%教学模式以及形成的师生关系等&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如果采

用的是严厉的外控型的教育方法#对学生的学习行为采取严格的管控#很容易激起学生的反抗心理#最

终他们会逐渐失去对于学习的兴趣.在实际教学中#传统的讲授法也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特别

是那些本身基础薄弱的学生#面对枯燥的知识灌输#很容易对教学内容产生反感.一般来说#教师如果在

教学活动中有很大的权威和强制性也会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总的来说#如果教师在安

排教学活动时忽视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和自由#忽视他们的主体地位#就会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的情

绪#这种情绪会反映在课堂教学以及课外知识的补充和巩固中#使教师的教学活动不能够达到既定的

目标&

#*+5教材内容的呈现方式

学生们的学习离不开教材#教材对于学生的学习活动也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教材内容的编排要适

合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如果超过他们身心发展的阶段#就会使他们感觉到困难和不可接受#如果低于他

们身心发展的阶段#会使他们感到幼稚和无趣#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他们对于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大减#而

产生厌学的情绪.其次#教材内容的呈现方式要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可接受性#通篇文字式的介绍和枯燥

乏味的理论解释会使他们感到理解困难#最终的结果就是失去了获取知识的动力.最后#教材内容的安

排要有一定的连续性#各科之间要相互照应#教材所呈现的知识如果有很大的跳跃性#学生们很难理解

知识的逻辑结构#会给他们的理解造成很大的困难#使他们产生畏难情绪&

#*35外部环境的影响

开放的外部环境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们的学习动机%学习目标以及学习的期望值& 一是家庭环境的

影响& 中小学生受父母以及家庭的影响很大#父母对于孩子的学习如果只关心最终的分数#或者不管不

问#都会造成孩子学习兴趣的下降#甚至会排斥学习活动& 二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孩子们的学习虽然

是在校园中发生的#但他们总归要接触到社会& 社会上弥漫的各种消极的关于学习%知识的言论#都会

对他们的学习产生很大的干扰& 比如#读书无用论%社会上的拜金主义等思想都会对学生的思想造成一

定的负面作用#使他们对于学习的期望变得很低#从而失去学习的动力和欲望&

+5改善厌学情绪的对策建议

+*%5学生自身改变对于学习的态度

柏拉图的灵魂学说认为'#(2% 42"

#学习即回忆#即每个人天生都具备某些知识#人出生后只是暂时性

的忘记#通过学习人们可以重新获得这些知识& 虽然这种说法有它自身的局限#但是它对于我们仍有一

定的启发意义&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学习知识的潜能& 要使学生们明白#学习中出现的困难和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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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能力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学习不是简单地接受知识#而是让本属于我们自己

的东西重新回到脑海#坚定学生学习的信心.另外#还要使学生们明白#在学习中他们可以有所收获#获

得知识的喜悦#获得进步的愉悦#获得教师和家长认可的自豪感#要让他们明白学习是可以改变他们自

身的#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不是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别人的事情&

+*#5革新教学方式

)除非我们重建学科教学模式#以便我们的教学框架既能满足学生的权力需求#又能够促进学生之

间的良性互动#否则我不相信会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愿意用心学习//除非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教学方

式#否则我们甚至无法继续保有百分之五十的用功学生&*

'%(格拉瑟的论述也适用于我们现今的教育模

式改革#教师只有抛弃那种死板的教学方式才能真正地让学生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找到学习的乐趣&

首先#教师要有为学生服务的意识#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其次#教师要找到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即教学

改革要以学生的学习发展为最根本目标#切实保护学生学习的自由选择权利#使学生在学习中收获满足

感#得到愉悦的体验& 在实际的教学改革中#教师必须转变自己的角色& 成功运用学习团队模式#转变

教师角色---从)工人*转变为)现代经理人*#是至为重要的'+(

& 教师要给予学生们更大的学习选择权

力#不应该把)学什么*和)怎么学*的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教师的角色只是辅助性的#而不是外控的和

强制性的#当学生们取得进步的时候要给予及时和必要的鼓励#使学生们在自主的方式下取得进步&

+*+5课程内容更新改革

课程内容的革新是当今教育发展一个大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就是要能够引起学生学习

的兴趣#并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的动力& 首先#教材要删除那些繁杂%枯燥%难懂的陈旧知识#换之以符合

时代特征%迎合青少年心理特点的新知识#要让学生看到教材的吸引力所在.其次#教材的编制要符合科

学规律#最重要的是要使知识的逻辑结构完整#并且起点尽量简单%通俗易懂#从而坚定他们继续追逐学

习的信心.最后#课程内容的更新改革要立足于实际的情况#不可急躁%跨越式改变#要以本地区%本学校

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为先决条件#逐步改善#寻找适合本学校%本地区的校本课程#否则不仅会打乱原来

的节奏#更会引起学生们的思维混乱& 总之#课程改革要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为基本出发点#立足于实

际#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以增强学生学习能力为目标#从而使学生改变现有的因教学内容的原因而产生

的对于学习的排斥情绪&

+*35营造全民学习的和谐社会氛围

学习型社会是当今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赞扬&

)每一个人必须终身连续不断地学习& 终身学习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石&*

'3(##+当今在这一国际化的发展

浪潮中#孩子们必定要抛弃那种学习无用论%学习无意义的想法和思维#投入到追寻知识的浪潮中& 家

长要认识到孩子的学习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参与并提高的逻辑顺序活动#对于那些处于学习

劣势的孩子要宽容#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爱的关怀.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要养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习惯#形成乐于学习%共同学习的和谐氛围#创造社会共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念#也只有在这样

的氛围下#孩子们耳闻目染%潜移默化#才能够守卫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从而远离厌学情绪的干扰#投

身到知识学习的道路中& 当然这是一个宏观的角度#更需要全社会的不懈努力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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