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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我国中小学生普遍存在厌学问题，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本文旨在从中小学生自身

的主观角度分析角色混乱和自我效能感两个心理问题，以及从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弊端和社会环境

的客观角度，分析施加在中小学生身上的负面压力，并对中小学生厌学的成因进行多元分析，提出相

对应的方案来应对所提及的主、客观问题，减少中小学生的厌学情绪，并提升学习兴趣。 

[关键词] 中小学生；厌学；学习兴趣 

中图分类号：G627     文献标识码：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tudy Wearines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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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 weariness is becoming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which is caused by many reason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two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role 

confusion and self-efficacy from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analyzes 

the negative pressure o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objective perspective of the disadvantag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n makes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tudy wearines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mentione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roblems, so as to reduce study weariness 

and enhance learning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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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问题在教育界

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如何提高中小

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众多教育者的研究方

向。而如今中小学生展现出来的不愿学

习、不想学习的态度以及颇高的厌学情

绪，似乎也成为了普遍现象。调查显示，

我国仅有21%的学生对于学习有着积极

的态度，在缺乏学习兴趣的近80%的学生

中，甚至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持明显

的厌学情绪。文章将从主观和客观两个

维度分析学生不愿学习的原因。 

1 主观原因：心身的快速发育

与认知的偏差 

中小学生正处于快速发育阶段，在

这段时期，身心发展皆处于未成熟、未

完成状态。所以在分析中小学生的发展

问题时，这种发育的未完成性是不可避

免的一个因素。中小学生在发展过程中，

难免会产生一些心理上或情绪上的问

题，而正是这些自身存在着的主观因素，

会直接导致厌学情绪的产生。 

1.1“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

冲突 

基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的

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处于12—20岁这个

阶段的青少年，在探求和实现同一感的

过程中，往往会面对“自我同一性和角

色混乱”这一冲突。这个年龄段的中小

学生会产生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以

及对自身发展前途的迷茫，不知道自己

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如果中小学

生对于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困惑，找不到

自己所喜欢的领域，自然就很难培养出

钻研精神。而缺乏了求知欲、探索欲，

学习兴趣则很难被激发，这就很容易导

致厌学情绪的滋生。其实这种对于未知

前景的困惑，对中小学生来说是一种正

常的心理现象，也是成长阶段中的必经

之路。一旦青少年克服了这段冲突，确

立了自我同一性之后，过往经验便可以

得到整合，这就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

价值观念和自我概念，适应社会并确定

自己的努力方向。因此，教育者面对的

难题则是如何通过引导和点拨来帮助中

小学生渡过“自我价值难关”，最终确立

自我同一性。 

1.2“自我效能感”的缺失 

“自我效能感”是美国心理学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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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提出的理念，是指个体对于自己能

否完成一项任务所进行的自我判断。同

样，学业自我效能感，就是指一个学生

对自己是否有信心来完成学业所进行的

判断。这种学业自我效能感，实际上是

来源于学生过往的经历，通过得到的各

类反馈，形成的一种内化的自我认知。

发育期是认识世界、建构自我的关键时

期，这种自我认知一旦形成，便会形成

对自我的固有意识，这种固有意识会影

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表现在学习方

面，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长期影响

学生对于学业难易程度的自我判断，学

业自我效能感随之形成。这种自我判断

虽然是主观形成的，但与外界的评价紧

密相关。如果学生在学业上无法获得足

够的自我效能感，不仅会在学习上丧失

信心，更严重的会导致他们试图通过不

正当的手段来弥补缺失的自我效能感，

比如沉迷游戏，一些“青少年问题”现

象产生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如何

帮助学生形成高自我效能感，在学业上

树立信心，对广大教育者来说至关重要。 

2 客观原因：社会环境的“强

赋予”与学习主体的矛盾 

除中小学生自身的心理原因外，更

大程度上影响中小学生学习动力、使他

们产生厌学情绪的，还有来自外界的压

力。如今，家庭子女普遍较少，这使中

小学生得到了更多的关爱，物质上也得

到空前的满足，与此同时也受到了更多

的关注。另外，社会竞争的加剧和教育

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中小学生面临更

多的同伴竞争和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更小。 

2.1社会功利性影响，学校、家长要

求过高 

目前，学生仍面临着上名校、重点

中学的压力，这关乎着学校的声誉和家

长的期盼，使得“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

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对家校

来说是一句空话。一方面学校出于功利

化办学需要，没有把全体学生的发展和

学生的全面发展放在首位，仍然以分数、

成绩和特长论英雄。“为了在短期内取得

好的办学绩效，一些学校变相改变课程

结构、变更课程安排和课程内容的情况

时有发生，导致学生想上的课上不了，

不想上的课天天上。”另一方面，很多家

长认为，孩子只有上了好大学，才会有

出路，才能够找到合适、体面的工作。

在这种氛围影响下，许多中小学生在思

想认知方面存在偏差，认为学习的目标

就是考上大学，而无暇顾及自己是否有

擅长或感兴趣的领域。而上大学的目的，

只是为了能够在将来的工作中获得相对

较高的竞争优势。于是，很多中小学生

包括很多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学习的

动力并不来源于自己，而是迫于家长和

社会的压力。这既有“望子成龙”的文

化传统，也有学校发展不均衡、优质教

育资源和机会比较稀缺的现实因素，更

有一种“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社

会焦虑心理。学生迫于家长和社会的压

力，难免产生厌学情绪，学习效率低下，

甚至认为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甚至

出现弃学、逃学等现象。 

2.2对认识论理解不深，没有遵从学

习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认识和实

践的关系中存在着两次飞跃：一次是感

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一次是理性

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所谓感性认识，即

通过亲身探索和体验，亲自接触客观事

物，形成对事物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

认识。所谓理性认识，即在感性认识的

基础上，通过抽象思维，形成对于客观

事物的内在本质的认识。认识论指出，

在这两次飞跃中，第一次感性认识到理

性认识的飞跃更为重要。这就意味着我

们在获得知识时，通过亲身体验获得足

够的直接经验之后，才有助于我们运用

思维进行分析，实现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由于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在教学过

程中，大部分教师都是注重结果，将学

生视为一个知识的“容器”，通过“灌输”

模式让学生掌握千百年来人类积累的知

识精华。只注重死记硬背书本知识，而

忽略了直接经验的积累。这样一来，学

生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直接学习间接

经验，缺少探知的过程，自然就无法体

会到学习的乐趣。 

2.3缺少及时全面的反馈，不能正确

自我评价 

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增长，自我意识

不断发展，对自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此时，身边的人对于青少年的评价就显

得尤为重要，影响到青少年的自我意识

建构。在这个年龄段，对于青少年影响

最大的就是来自学校的评价。正如《哈

佛教子全书》中关于让奔跑冠军小兔子

去学游泳的故事中所寓意的一样，在社

会上有一条不成文的定律，即改变自己

的弱点。相对于自己的优势学科，学生

们总是会在自己的劣势学科上得到更多

的关注和反馈，并经常被要求弥补自己

的不足之处。这样长时间处于负面反馈

主导的环境之中，中小学生的自我意识

建构就会出现不平衡的问题，认为自己

的缺点总是大于优点，从而抹杀了学习

的动力，产生厌学情绪。 

3 解决方案：让教育回归本真，

让学生认可本我 

“双减”政策的目的在于让教育回

归本真，发挥学校的主场作用；让学生

回归生活，认识到学习的快乐，形成

学习的主动性。基于此，可采取相应

措施，以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降

低厌学情绪。 

3.1开展实践活动，搭建适合学生自

己兴趣的“舞台” 

夸美纽斯指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

官的感知开始的。”他认为要尽可能用感

官去认识外部世界，实践观察是首要的。

因此，为解决青少年角色混乱和缺乏感

性认识的问题，学校组织开展综合实践

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通过实践

课程，可以将传统的理论课堂与实际相

结合，学生可以锻炼实践能力，并能够

有机会亲身感知客观事物，获得属于自

己的直接经验，有利于实现向理性认识

的飞跃。要在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学习

满意度的基础上，搭建适合学生自身兴

趣的“舞台”。如广泛开展科普、艺术、

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特

别是编程、人工智能等新知识，使每个

中小学生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活动参

与度，找到自己兴趣爱好的触发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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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实践中能够体会到探索的乐趣，发

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有助于个人

价值观念的整合，提高自我效能感，同

时有助于角色同一性的实现，确立自己

的人生目标。 

3.2完善评价体系，不断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心理学中罗森塔尔效应指的是教师

对学生的殷切希望，会使得学生朝着教

师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实现教师

的希望。这就意味着在教学中需要以鼓

励为主，提倡赏识教育。教师要善于发

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而不是一味地批

评和否定。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说过：“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

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教师要

从关爱学生的角度出发，即使是要对学

生不足的一面进行评价，也需要重视话

术和方法，给予积极方面的暗示。这样

一来，学生会在积极的评价中形成积极

的自我价值判断，能够提高学业自我效

能感，消除厌学情绪。在正向反馈的基

础上，还应重视形成性评价的运用。形

成性评价是指教师在学生的日常学习过

程中对于学生的情感、态度、策略做出

的一种及时反馈，目的在于激励学生，

调控学习过程。正因为学习本身是一个

反馈期特别长的过程，如果学生长时间

得不到有关自己学习进度的积极反馈，

那么便很容易丧失兴趣。所以对于学生

取得的每一个阶段性进展，教师都应该

给予及时的反馈，并给出引导。 

3.3落实“双减”政策，让教育回归

本真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指出，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

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

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其目

的是让教育回归学校，让学生回归生活，

在生活中产生兴趣去探索，让学生认识

到学习的快乐，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

同一个班级的孩子各有所长，在普遍性

的教育模式中，难免出现行为和成绩上

的差异。要满足学生个性化和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尊重学生的学习能力与作业

速度的差异，基于学生课业的真正需要，

进行规范适度的“培优”“补薄”教育服

务，对不同需求的学生区别对待。这样

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满意

度，而且让他们认识到学习可以是自愿

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所谓的竞争优势

而进行的。久而久之，可以逐渐改变学

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使每个青少年都有

明确的学习目标，真正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同时，要引导家长关注和参与学

生的成长。作为最了解孩子的人，家长

要更专注于培养孩子的自控力、专注力

和情绪管理能力，与老师携手共同为孩

子成长助力。 

4 结语 

影响中小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如何激发学习积极性，减少

学习压力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孩子求

学的欲望，是由父母、由教师、由学校、

由所教的科目、由教授的方法激发出来

的。”这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只有把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学习欲望调动起来，才能提高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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