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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问题学生”教育引导初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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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部分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发展偏向偏离，成为心理
波动变化大、极度敏感和叛逆的不爱学习的“问题学生”。“问题学生”的形成在高中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行为和心

理表现，应该及时发现并加以教育，善于发掘“问题学生”特长并引导其向专业学习发展，这需要学校老师、家长和社会

全方位介入，各司其职，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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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学生尤其是“问题学生”难以管理与引
导，已经成为许多学校面临的难题。所谓“问题

学生”是指那些由于受到自身、家庭、学校或者社

会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学习、性格、思想道德等方面

经常出现某些障碍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双差

生”（学习差和表现差）。本文所说的“问题学生”

主要是指日常言行“表现差”的一些高中学生。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问题学生”在一些特定情境

或时期遇到自己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或困惑时会

作出异于平常的言行举止。问题学生一旦任由其

发展形成，再要纠正过来就比较困难。

１　“问题学生”的形成原因与阶段性特征
１．１　学生“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在日常言行方面表现差的“问题学生”形成

原因复杂多样，不能一概而论。但归结起来，学生

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一些

不良影响，导致他们的意志品质、情绪情感、世界

观、人生观、自我意识、气质个性都在不断发生改

变，最终异化为与其中学生身份不相匹配的行为

举止［１］。必须指出，“问题学生”只是在日常学习

与生活中不能自觉规范自身行为、漠视校规校纪、

法制观念淡薄、是非观念不强，并非愚笨顽劣，无

可挽回［２］。１５岁 ～１８岁正是高中生的转型期，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事务，他们往往会掩藏内

心的不安和疑惑，摆出一副无所谓、桀骜不驯、不

屑一顾的样子。而实际上，这正是人生的关键阶

段，亟需父母家庭、学校老师、社会对他们不断施

加良性引导。

１．２　“问题学生”在高中各年级的阶段性特征
１．２．１　高一阶段：一遇挫折就悲观失望、意志不

坚定，自暴自弃

学生们带着少年的懵懂进入高中，相对于初

中，他们的学习方式改变尤其明显。此时，学习环

境改变了，学习难度增加，教学模式有变化，他们

的思维模式从早期直观动作思维、中期具体形象

思维演变到现在的抽象逻辑思维。在知识学习

上，高中阶段更关注理论学习，从表象到理论，从

识记到理解再到运用，从单一能力到更注重学习

综合能力的培养，更强调自主学习，这种学习的过

渡，很多学生一时难以适应。学习成绩下降，他们

产生了焦虑感，努力但成绩难以在短时期内提高，

他们产生了挫折感，学习动力、学习兴趣缺失，没

有前进的目标，他们产生了迷惘感。而此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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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是从自身学习方式方法上查找原因，而是

把主观上的原因转嫁到客观上的困难，产生不良

心理［３］。如某门功课没有学好，爱归咎于不喜欢

某科任课教师，成绩下降后，对该门功课更是兴趣

缺乏，对教师更是厌烦，甚至是抗拒，由此陷入恶

性循环。部分学生由此对自己悲观失望，出现

“移情”现象，开始把兴趣转向了其他方面，追星、

上网、早恋、追求吃喝玩乐，表现为意志不坚强、自

暴自弃，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学生”的出现。

１．２．２　高二阶段：学习压力大，负疚感导致情绪
不稳定，易受诱惑

进入高二后，学业考试的压力扑面而来，此时

学生的心智略显成熟，如对自己高一的学习状况

和家庭父母的付出均有了一定的负疚感。此时某

些“问题学生”能自发地克服一些主观困难，如消

极情绪、胆怯懒惰等性格上的弱点，自我施压，在

学习上意志品质开始增强，但意志力不坚定，表现

为下决心的时候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能短暂地约

束自己的一些不良行为，但一旦遇到与实施预定

目的相反的动机引诱，如网吧、互联网、手机游戏

等，就容易妥协放弃，在自我管控上摇摆不定，忽

好忽坏，学习上不能坚持，成绩时高时低，喜悦感

与沮丧感相互交织，情绪波动极大，易躁易怒［４］。

１．２．３　高三阶段：分化严重，部分问题学生开始
逃避，破罐子破摔

高三阶段，大多数学生已经有了明显的目标，

即能考个理想的大学进一步学习，这已经关系到

个人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学生在这一阶段分化现

象严重：部分学生意志力进一步增强，目标很明

确，对一些不良习惯暂时收敛，而把注意力转移到

学习上来，期望通过高考一圆大学梦，此时表现出

与高一、高二不同的难得的恒心、坚持，面对学习

上的困难能努力克服，即便一些他们认为较乏味

的功课，也逼迫自己耐心听下去，这一部分学生的

意志品质进一步增强，抗压能力也得到提高。此

时，老师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往往可以使他们的学

习得到提高。而另一些问题学生则面对高三的学

习困难，采取了逃避的方式：有的逃学，有的退学，

有的虽然人在教室却沉迷于手机游戏、言情、玄幻

小说，以逃避责任、麻醉自己。这些人面对困难，

不能想办法克服，而是龟缩在“壳”里，把自己封

闭起来，他们无法正确面对现实，存在走向邪路的

危险。

２　“问题学生”日常言行异常主要表现
２．１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不良倾向的危险

高中学生处于青年初期，是其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在寻找人生方

向，不断摸索、否认、确认自己的认同方向。此时，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都在影响他们。

他们开始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体系，对于父母，觉得父母的唠叨令人厌烦，对父

母过多的管束、指责甚至是抱怨，他们的心态是逆

反的，急于摆脱。特别是单亲家庭的一些孩子，由

于缺失了父爱或母爱而表现怪异，甚至会用一些

激烈极端性的言行来对抗父母。对于社会现象的

复杂性，部分学生没有分辨能力和免疫能力，很容

易接受与认同一些不良倾向，导致他们的世界观、

人生观与价值观都在不断发生改变，极有可能朝

不良方向发展，需引起家长、家庭和社会的足够重

视，时刻关注学生言行、思想上的不良倾向。

２．２　自我意识突出，但难以把握自己
２１世纪的中学生总是强调自己的“个性”，他

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总是有一套自认为成熟的做

法。而这种做法一旦受到家长的指责或校纪校规

的约束，他们就认为自己的个性受到了束缚，阻碍

了其个性的发展。这实际上体现的是学生“自

我”意识的膨胀。自我的发展是一种心理过程，

是人的意识发展活动，它建立在人的过去经验和

现在经验的综合前提之上。高中学生的思维已经

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转变，思考的内

容深化，思考的深度增加，不再简单地“说一是

一”，而是“举一反三”。他们的信息渠道增多，可

是他们分辨是非的能力较弱，并没有形成自己独

特的观点，往往人云亦云。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

中，他们往往对那些过激言论持赞同意见，对社会

的黑暗面无限制扩大，自认自己已经成熟了，所以

对老师、家长的正面教育与引导不屑一顾。这就

产生了代沟，导致他们与老师、家长无法彼此理解

和有效沟通，轻则互不理解，重则抱有敌意。

２．３　极度自尊与极度自卑交织
“问题学生”的自我意识膨胀，外化为极度关

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表现出过度自尊，而过度的

自尊又很容易转化为过度的自卑。许多问题学生

的问题产生是以学习为根源，表现在日常行动、语

言等各方面。对于外界一些正常的小变化，他们

都表现得极为敏感。比如，学校安排正常的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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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调整，也会被学生感觉到受到“差别对待”

与歧视，进而不配合新老师的正常教学，甚至还故

意捣乱。他们自卑主要因为学习不佳，表现一般，

他们认为自己得不到老师的喜爱、看重。他们觉

得自己在班上或在学校可有可无，没有得到来自

他人、社会正面的承认与评价。对于家长、教师善

意的批评，他们则认为是故意找碴。有时找某个

学生到办公室，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又怎

么啦？”一个“又”字体现出了对教师教育的反感，

他们认为教师找他们“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这

是他们不自信、自卑的表现，实际就是这些学生极

度自尊与极端自卑共存。

２．４　心理状态波动大，叛逆感强
环境和教育在心理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外

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社会环境

的日新月异，既有正面引导，又有负面影响。当代

高中生对社会环境的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两个

途径：一是来自于所处的自身环境，这个环境狭小

封闭，主要由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共同构成，不精

彩，甚至乏味，远没有网络那样的迅捷、全面、精

彩。但网络中的一些过激的甚至暴力、不健康的

内容，因其刺激性满足了学生的猎奇心理，同时社

会上一些不良现象也使他们的世界观呈现出“灰

色”，既不是白色的单纯，也不是黑色的阴暗。高

中生（特别是问题学生）的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受

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外界环境的影响直接使问题

学生在学校教育面前表现得无所适从。他们在成

长过程中，在不同的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当

这些角色的要求互相冲击时，他们往往犹豫不决，

不知所措，思维混乱，行为诡异，对事物的看法偏

激，叛逆感强，心理状态不稳定，波动大，有时无法

控制自己的言行；对于人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

们表现出无知而知，逆动而动。

３　“问题学生”的教育和引导
３．１　及时发现、尽早介入教育和引导

把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言行表现不佳的问题学

生的形成完全归咎于高中阶段的影响是不符合现

实情况的，许多问题学生厌学，或者说“双差”生

（学习差、表现差）在初中就已经有所体现，作为

高中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在高一接手新生的时候，

就应该查阅学生档案，最好能与其初中班主任进

行联系，以了解该生的问题，做到胸有成竹。高一

第一期的第一个月和第一次大型考试（期中考

试）尤为关键，此时一些问题学生度过了刚进校

的蛰伏期，对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进入试探期，

一些原来的老毛病和老问题会相继暴露，而期中

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又将成为当头一棒，严重打击

他们的自信，使之产生自卑、自弃感，甚至做出一

些具有极端性或挑衅性的行为。此时老师和学校

应及早发现，及早介入，一方面通过批评教育指出

错误行为的危害，另一方面通过与他们交流，找出

根源，从正面进行引导。

３．２　家庭、老师、学校和社会全方位介入教育和
引导工作

问题学生的言行举止的教育与引导需要全社

会的关注，特别是家长、老师、学校与社会的全方

位介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承担起教育和

引导的任务。

３．２．１　家长应该多与孩子交流、沟通，多给孩子
鼓励

现在的父母很多是“不合格”父母，对于孩子

的教育存在缺陷，疏于与孩子进行交流与沟通。

有的家长只是从经济上满足孩子的要求，以为这

样就算关心孩子了；有的家长存在“大家长作

风”，容易激起孩子的叛逆情绪；有的家长将一些

不良陋习传染给了孩子；还有的家长甚至认为，既

然孩子交给了学校，一切责任均应由学校负责。

这些错误的观念必须改变，家长应该学会怎样做

“家长”。现在有许多学校创办了“家长学校”，对

家长进行培训，就是很好的办法。

３．２．２　老师、学校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要做好
“指路人”

高中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的真诚爱护、

教学水平、言传身教可以强烈地引导学生积极向

善。高中学生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压”来解决，

而是要治标更要治本，只有让学生对老师感到发

自内心的敬佩，老师在学生面前才会有人格魅力，

才能树立起威信。老师的角色是多样的，在学生

出现困难时，老师是他们可依赖的臂膀；在学生生

病时，老师是慈祥的父母；在学生犯错误时，老师

是严厉的“长者”；在学生开心时，老师是他们的

大哥哥、大姐姐。把握住身份的准确定位，就能使

学生感受到来自老师的温暖与关爱。问题学生也

是可以讲道理的，那些不良的言行可以被一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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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扭转。

３．２．３　社会大环境应多从正面引导学生进步
特别是网络、电视等新闻媒体，为博眼球、博

收视率，往往制造一些噱头，耸人听闻，甚至对一

些传言不经核实，就加以传播，对一些社会的黑暗

面无限扩大与渲染，使学生在对社会的认知过程

中，方向感出现偏差。同时，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

也进入校园，过度追求物质享受，什么“官二代”

“富二代”“拼爹时代”等，都对学生的价值观、人

生观产生了影响。因此，希望媒体与社会组织能

自律，还学生一个相对安静而洁净的学习环境。

３．３　善于发现问题学生的特长，积极导向专业
学习

许多问题学生虽然学习差强人意，言行举止

有些与众不同，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却有可能表现

出了闪光点［５］，如学校运动会、文艺汇演、校园歌

手大赛等很多活动场所，往往是那些问题学生一

展所长的机会，他们会尽情表现，创造佳绩，在同

学、老师的赞誉声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从他人

赞赏的眼光中获得了尊重［６］。此时，班主任老师

和专业（音体美演）老师应该及早发现这些学生

的专业潜力，主动联合家长一起，对其专业进行正

确引导，积极鼓励这些有专业潜力的学生发展艺

体特长，尽早地进入专业学习和训练，往往可以使

他们的学习得到提高，将来完全有可能通过高考

进入艺体类大学（专业）进一步深造。这样，既可

以引导其走向正确的学习轨迹，避免在不良发展

的路上越走越远，同时还可能为国家、社会培养出

更多学有专长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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