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如何让学生爱上学习，这一问题一直都被社会、
教师、家长、学生所关注。在我们周围也不难发现一些缺乏上

进心，满足于中间成绩，甚至对学习毫无兴趣、讨厌学习的学

生。本文针对这些学生存在的学习心理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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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动机缺乏

学习动机缺乏普遍表现为厌学、注意力差、独立性差等，
究其原因，不外乎受内外条件的不良影响。 从内部条件看，学

生本人的情绪稳定性差、意志薄弱、学习屡遭挫折的经历、缺

乏理想等，都对其学习动机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从外部条件

看，错误的社会舆论导向、不良的家庭教育与朋友关系、不良

的教学环境、 不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等都会对学生学习动机

的形成起着消极的影响。
对于学习动机不足的学生， 教师要针对其个人原因在内

外两方面积极加以综合改善，并进行坚持不懈、耐心细致的说

服教育，培养激发其学习动机。 我是语文老师，我就利用课文

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让他们把眼下的学习与集体利益、与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联系起来。 尤其是 《为中华崛起而读

书》《最后一课》等极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课文，更成为直接掀

起他们爱国之情的机会；班会课上，我组织学生畅谈理想，并

利用外界诱因强化其学习动机；参观完“日军侵华”图片展之

后写观后感，写前人的辛酸与原因，写今天的思索和决心；艺

术节来临之际， 我鼓励学生大胆一展所长以提高学生的成就

感。 这些都是运用了心理辅导中的渗透性原则。
二、学习方法不当

表现为学习无计划、不能形成知识结构、不会听课不会阅

读、不能有效复习等。由于学习方法自身具有目的性、系统性、
适应性三大特点，所以我在进行指导时就遵循了整体性原则、
实践性原则和渗透性原则。在学生初步具有了学习动机，初步

端正了学习态度的基础上， 我让他们亲自尝试事半功倍与事

倍功半的区别， 让他们意识到好的方法的重要性。 并通过谈

话、测试甚至是他们感兴趣的血型及星座知识，去增强他们对

自身状况和条件的认识，从而引导他们扬长避短，完善自身非

智力因素方面的不足，再着手传授科学有效的方法，且让他们

边实践边应用。 就说“背诵”这个难点，理解记忆是一种方法，
谐音记忆又是一种方法，眼耳口脑手齐用也是一种方法，有的

用于古文，有的用于英语单词及其他文科知识。我又告诉他们

遗忘的规律，让他们根据遗忘规律制定对策，果然大大提高了

学习效率。当然这一切是从语文背诵开始的，但很轻易就可以

迁移到其他学科中去。
三、没有养成良好的自律学习习惯

学习习惯是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相结合而成的一种稳定

的动力定型，是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经常化的行为表现。与

认知有关的不良学习习惯有课前不预习、死记硬背等；与个性

有关的不良学 习 习 惯 有 粗 心、拖 拉、依 赖 等。 有 时 候 它 们 是

交织在一起出现的。 要改变这些不良习惯，应从提高学生的

认识水平开始，但 更 重 要 的 是 让 他 们 付 诸 行 动，通 过 严 格 训

练使之具有良好行为，再通过持之以恒的强化训练使之形成

良好习惯。
针对以上问题，我个人认为，作为教师应该从以下几点着

手改善：
（一）要做到尊重、信任学生

这是为师执教对学生应有的起码态度和行为。 有的教师

虽然有关爱学生的情感，但有时又由于“恨铁不成钢”，对学生

“宁给好心，不给好脸”。 这些行为无疑是违背了素质教育的

本质“实践富 于 人 性 的 个 性 化 教 育”。 这 些 态 度 和 行 为 损 害

了 学 生 的 尊 严 和 权 利，是 对 学 生 人 格 的 漠 视 ，身 心 的 伤 害 。
一个教师如果对学生最基本的尊重信任都没有，他还能做好

教育工作吗？ 也许有些人会以“忠言逆耳利于行”“打是亲，骂

是爱”来为自己辩解，可我们何不以诸葛先生劝谏刘禅的《出

师表》为榜样，也来个“忠言顺耳”，让学生在“顺心”“动情”之

中“晓理”呢？
（二）要对其关心爱护，给以期待的启发

关心爱护学生不是对学生的一般尊重， 而是一种带有责

任感，寄以良好期待的态度和行为。学生历来被称为含苞的花

朵，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作为园丁的教师应怎样去浇灌

培育他们成才呢？ 那便是施之以“爱”。 这爱的对象不仅包括

“小天鹅”，还要包括“丑小鸭”。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

被认为智商低下的孩子站在世界地图前看埃及， 他的老师鄙

夷地说：“你这辈子都到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20 年后，这个长

大的孩子站在金字塔下给老师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上面只有

一行字：命运不能被保证。 真不知道那教师事后做何感想，或

许自己解嘲说：“我那是激将法。”作为老师，我不敢苟同“激将

法”，且坚持认为给学生以鼓励的启发，学生将更有动力渴望

未来。
英国萨克雷有句名言：“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

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 ”可见行为习惯

的重要性。 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不仅有利于学习本身，而

且有利于学生各方面的顺利发展，甚至会使学生终生受益。

关于学困生的学习心理问题探究
马 丽

（甘肃省广河县城关小学，甘肃 广河 731300）

参考文献：

[1]王军.农村中小 学 生 心 理 问 题 及 对 策 探 究 [J].中 国 校 外 教 育，2016
（17）.

[2]张玉琼.探究学困生落后的几 点 原 因 [J].青 少 年 日 记（教 育 教 学 研

究），2013（10）. ［责任编辑 李 媛］

作者简介：马丽（1963— ），女，汉族，甘肃临夏人，中小学高级，研究

方向：小学留守儿童心理研究。

学周刊
LEARNING WEEKLY 教育管理Apr.2019

Vol.12
2019 年 4 月

第 12 期

15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