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上面的事例，你有没有从中找到自家
孩子的影子？“每个孩子情况不同，需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不过，对待学困生，有些原则是相
通的，家长和老师可以参考。”吕国辉说。

●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创造机会，激发自信

“学困生因为成绩差，往往会有悲观失望的
心理，缺乏自信和学习主动性，更不会主动请教
家长、老师，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激发他们
内心的动力。”贺晓飞说，想让孩子变自信，首先
要让他们体验到成功。学困生只是成绩不好，
但其他方面有长处。比如，有的孩子体育好，有
的爱画画，有的是唱歌能手，家长可从这些闪光
点入手与老师沟通，让孩子负责班里某项工作，
并适时提出表扬，当他们有自信后，引导其将注
意力转移到学习上。

●适当降低期待，耐心陪伴

“学困生往往基础差，上课反应慢，难以完
成作业。”北二分三年级老师赵亚芳说，这些

孩子一般需要家长或老师的耐心陪伴与辅导，
如果孩子确实跟不上班级进度，家长可与老师
沟通，减少孩子的作业量或做一些基础性题
目。比如做作业时，家长可将孩子写作业时长、哪
些题目没掌握、哪次作业没记清等发给老师；老师
可在课后对其进行针对性辅导，循序渐进。单纯
报辅导班的方法，对学困生的作用并不大，因为
他们要解决的不光是基础知识问题，还要找到
适当的学习方法，辅导班的老师很难做到这些。

●暂时换个学习环境，激发斗志

“如果孩子特别讨厌老师同学、班级环境，家
长不要以为这是孩子找的借口，一般到这种程度
的话，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吕国辉说，之前有个
复读的高中女生因为厌恶老师，走到学校门口就
会控制不住地哭，最后发展到看到这门课的课本
就恶心，像这种情况建议家长为孩子转学或调
班，或者求助专业心理机构。“我会告诉孩子，如
果不喜欢某个老师，就更要把这门课学好，让老
师知道就算没他的帮助，自己也一样能成功。”贺
晓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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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一个月，近两成学生厌学。在众多学困生中，因智力问题造成学习困难的不到一成，本刊调查告诉你——

不是他笨，而是因为……

“很多家长一提起孩子成绩不好，就会说孩子笨，其实不然。”洛龙
区心理研究会、学习状态辅导中心负责人吕国辉说，非智力因素是学
困生存在和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而在非智力因素中，自卑心理严重、
盲目攀比、不喜欢任课教师等，都会引起厌学。他曾接触过一个学生，
高考时因为同宿舍和他关系要好的俩舍友一个考上了北大，一个考上
了复旦，他只考了300多分而决定复读。结果，因为严重的心理压力，
他复读第一年根本学不进去，成了学校有名的学困生，高考时竟然直
接弃考了。

本刊调查数据也显示，在众多学困生中，因智力因素造成学习困
难的比例仅占8%。

“除了孩子个人的问题，错误的家庭教育也是‘困’住学困生的
一个重要原因。”孟津双语实验学校四年级老师王会晓说，比如，
父母离异、有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长期对孩子不闻不问或经常打
骂——这种家庭在寄宿制学校较常见；家长对老师不认可，或因某件
事情对老师产生敌意，都会造成孩子厌恶学习、成绩下降。

孩子成绩不好 智力因素仅占8%

□首席记者 焦琳 通讯员 孙巧云 贾少阳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像学霸和学困生一样：
学霸学习好，不外乎自己努力，父母给力，自己有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学困生
学习不好，却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故事……

新学期开始，你在为孩子的成绩不好而烦恼吗？面对不同类型的学困生，从
哪儿入手改变他最有效？本刊对我市近两千名中小学生调查发现，因智力问题学
不好的孩子不到一成，多数孩子厌学、成绩不好，是非智力因素引起的，而“脱困”的

“终极武器”则藏在家长和老师身上。

01 数 据

拼音不会写，乘法口诀不会背，把女同学头发粘到后排桌子上，
因为一个眼神就要和男同学打架……这就是初一男生小哲（化名）在
学校的常态——开学一个月，他几乎没一天不找事儿，老师提起他都
头疼。

“学困生，一般是指学习习惯不好、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市十
二中老师韩敬宽说，像小哲这样成绩不好又爱捣乱的学困生，几乎每
个学校、每个班都有。

记者对我市近两千名学生及其家长、老师进行调查，发现近两成
学生存在厌学等问题。那么，造成学困生不爱学习的原因是什么呢？

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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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对的人 学困生也有春天事 例02 要让孩子转变 爱和耐心一个都不能少建 议03

做这次采访，我的内心是沉重的。稿子里
提到的多是成功逆袭的事例，其实，在采访中
我看到更多的是那些因为成绩差而被打垮、失
去自信、难以找到人生方向的孩子，而在他们
背后，不少都有缺爱的家庭和淡漠的老师。也
许，他们都曾努力过，但在一次次失败后，丧失
了最初的热情与信心。

在学校教育中，老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孩子不喜欢一门课，往往是从不喜欢某个老师
开始的，而老师的一句话、一次批评、一个眼
神，都可能对孩子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毕淑敏年少时，曾因音乐老师的一句批
评，“不由自主地弓了身子塌了腰”，从此，这个
姿势贯穿了她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而且一辈
子都没再开口唱过歌。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
真的可能毁掉一个孩子。

就像我采访中遇到的一个初三女孩，初一
入校时英语几乎满分，抢答问题时因为英语
老师当众一句“你咋恁能”，让她从厌恶老师
变为厌恶英语，今年中考英语仅考了 30 多
分，而对于自己的分数，小姑娘脸上却是满不
在乎的表情。

老师啊，你可知道，你班里每个学生都是一
个家庭的全部。无论如何，请善待每个孩子。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是孩子的精神支柱，
但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
暖。采访中，我遇到一个高三女孩，每周只有
半天回家休息的时间，可回到家迎接她的不是
父母的关心，而是阵阵麻将声。有一次，她妈
妈边打麻将边说：“你每周只有半天休息时间，

就别回来了，在学校附近吃点饭、洗洗澡，节省
时间。”女孩说着说着就哭了……

家长啊，你可知道，对一个孩子最大的伤
害，就是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看不见；
在孩子长大以后，你却紧紧跟着、步步相逼。教
育方法和技巧，只是孩子成才的冰山一角。教
育孩子，归根到底拼的是爱、是温暖。

每次拿起《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我都
会感动得落泪，书中那个根本无法安静下来
写字的小豆豆，因为一所奇特的学校和一位善
解人意的妈妈，长大后竟成了有名的作家。

小豆豆是幸运的，因为她的妈妈知道，每
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味看孩子的成绩，可
能让孩子丧失本来的学习兴趣，甚至失去自
己的潜能。因此，她降低了要求，并找到了适
合自己孩子的学校和老师——这是一个母亲
的智慧。

做“小豆豆”的父母或老师，肯定要承受更
多的压力，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最重要的是，不
抛弃，不放弃。你的“小豆豆”，将来也许不会
长成参天大树，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朵灿烂
的向日葵。

■记者手记

请善待你身边的“小豆豆”如家长对孩子重视不够、单

亲家庭等：约75%

●家庭原因

如心理问题严重，缺乏与
人交流、合作精神，学习习惯、

方法不好等：约85%

●个人原因

●孩子成绩差的主要原因（单选）

●非智力因素中哪些对孩子影响更大（多选）

如不够聪明、接受能力差等：8%

如家庭问题、学校环境等：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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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辅导班、陪读、斥责打骂、表扬奖励……感觉啥招都用
了，孩子的成绩还是没有起色——这样的感受，相信不少学困
生家长都会有。学困生有没有可能转变？有！只要遇到合适
的契机，遇到对的人。

●讲述人：陈丹丹，市八中高一（9）班班主任

我教过一个叫小华（化名）的姑娘，入校时成绩在全班排
倒数，不仅成绩差，纪律也很差。

第一次见她，是在办公室。开学没几天，打扮像个假小
子的她，因为上课说话被她当时的班主任叫了出来。谁知
道，老师还没开口，她倒是歪理一大堆，最后竟把年轻的女老
师说哭了。

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班时，我发现她竟在我班里，瞬间心情
不好了。分班后，她果真成为全班纪律最差的学生。一个小
姑娘，为啥这么顽劣？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决定从她的家庭
入手，试着了解她的成长背景。

有一次，她在自习课上捣乱。我把她叫了出来，并把她爸
爸也叫到学校。从她爸爸的口中，我了解到，她幼儿园时，父
母就离异了。她跟爸爸生活，一个大男人独自照顾一个女
孩，教育方法相对粗暴，所以使孩子养成了假小子的性格。
从初二开始，她爸爸就管不住她了。当着家长的面，我没批
评她，反而在她爸爸不停地说她缺点的时候，拼命补充她的
优点。最后，我又分析她的弱势学科，以及如何把学习补上
去。她很意外，可能感受到了我的关爱，敌意减弱了，态度也
柔和起来。

为让她学会自律，我把她调到讲桌前单独坐，并私下和她
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她表示理解。其间，她提出过回去和其
他人一起坐，我允许了，但她发现只要和别人坐一起，她就会
控制不住地说话，不光自己成绩下降，周围学生成绩也会下
降。反复几次后，她主动要求单独坐。每次她有了进步，我都
会在班里表扬她，也让她爸爸适当奖励她，她开始对自己有了
信心。

刚开始，我几乎每天都要找她聊天，慢慢地，一周聊一两
次，再到高三的一个月聊一两次，她的成绩也有了起色。今年
高考，她考了全班第二，年级第二十名，被一本院校西安邮电
大学录取。

经验总结：我觉得对老师来说，管理学困生需要更多爱
心、耐心和恒心。大多数学困生不求上进，有破罐子破摔的心
理。乍一看，感觉他们是一块顽石，其实在坚硬的外表下，他
们往往有着一颗比普通学生更加敏感的心。

对待学困生，我觉得要用“显微镜”找出他们的优点，并用
“放大镜”鼓励表扬，还要用“望远镜”帮助他们制定跳一跳就
能够得着的目标，让他们体会到“我能行”“我会成功”，进而找
到学习乐趣和奋斗动力。

●讲述人：陈女士，某热门民办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

提起儿子成成（化名）我就头疼。孩子从小爱读书、学习，
但成绩就是上不去，从一年级下学期起，我几乎每周都要被老
师叫到学校一次，老师说他上课小动作不断，一块橡皮能抠半
天。三年级上学期，儿子成了班里唯一被允许每节课可以出
去“放风”的学生。

为帮他提成绩，我给他报过三四个辅导班，平时写作业也
陪着他，但越这样他越磨蹭。别的孩子半个小时能完成的作
业，他从晚上7点写到快11点。每次辅导他学习，我都怒
火攻心。

孩子转变的契机，出现在三年级暑假。为了他的学习，我
焦虑不已，咨询过很多老师。后来，一名心理老师的话让我醍
醐灌顶。她说，小学阶段，孩子学习不好的根源，可能是家庭
教育出了问题，她建议我先分析一下自己。这么一想，我发现

自己的确有些急于求成，对孩子要求太高。就拿写作文来
说，为了不让他磨蹭，我会盯着他。字写不好，擦；句子不通
顺，改……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孩子越来越不敢下笔，每写一
句都要先问我。问着问着，我就生气了，孩子被训哭，更不敢
写了，最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发展到厌恶语文课。

从这学期开始，我不再对他有那么高要求，辅导班全停
了；作文只要达到字数，语句通顺就可以；我还答应他，写完作
业就可以出去玩……

当期待值降低、不把关注点都放在分数上时，孩子的压力
没那么大了。最近，我对他的作业放手后，他开始自己主动安
排时间，成绩也从原来的全班后三名进步到了中等。

经验总结：现在，我想通了一些事，不是优秀的父母就一
定有优秀的孩子，就像平常的父母也可能有与众不同的孩子
一样。作为家长，让孩子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好，不要攀比，
否则孩子会出问题，家长也会焦虑。

高质量的陪读，不是家长时刻看着孩子，而是陪他找到适
合自己的节奏与方法。如果孩子本身就是萝卜苗，就不要非
逼他照着人参的样子长。养孩子的初心是什么？不就是让他
健康快乐地成长吗？当不了人参，让孩子长成一棵水灵灵的
萝卜也很好。

●讲述人：贺晓飞，市十二中初中部政教员

上课睡觉，放学打架，和老师顶嘴，对什么都不在乎……
大冰（化名）以前就是这样一个学生。

作为经常和他接触的政教员，我一开始感到深深的无
力。后来，我无意中得知了大冰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大冰
的父母常年在外做生意，大儿子很优秀，已经考上了大学。大
冰每次闯祸，都会挨打，还要被父母训斥“不知道当初生你干
吗，啥都不如你哥”。

我对这个14岁的大男孩产生了同情，开始关注他的内
心。时间久了，他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反正我怎么做都不对，
干吗费那劲儿？”大冰说，他觉得自己就是父母和老师最大的
麻烦，对于未来上啥学校根本没想法。

教育契机说来就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冰说他想从寄宿
班转到走读班，他的父母不同意。我觉得，作为他的老师，有
必要和他们聊一聊。聊天过程中，我才知道大冰家的亲子关
系有多糟：大冰的父母觉得，大冰走读是想出去上网；而大冰
觉得父母让自己寄宿，是怕他回家给他们找麻烦。

我和大冰父母约定，先让大冰走读一个月，如果成绩有进
步，就继续走读，否则就转回寄宿班，他的父母同意了。

学困生转变，不仅要做学生工作，还要做家长工作。在沟
通过程中，我用自己的经历打动大冰的父母，告诉他们，我上
初中时爸妈是如何关注我的生活、心理的。过了一周，大冰跑
来兴奋地告诉我：“老师，这周爸妈竟然都在家陪我，主动和我
聊天。”

从那以后，大冰像变了一个人，再也没因打架而被叫家
长。每次，我从他们班窗口经过，都能看到他认真听讲、做笔
记的样子。初三第一次月考，他的成绩从倒数变成了中等，毕
业时考上了我们学校的高中部。

中考成绩出来后，他的父母也变了很多，主动给我打电话
说，大冰现在和他们亲近了，还会主动说一些学校里的事。他
们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工作后只想拼命赚钱，给孩子提供更好
的物质条件，却忽视了很多东西，还好发现得不算晚……

经验总结：我接触过一些和大冰情况相似的学困生，这类
学生并不是先天智力差，而是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惰性，他们对
学习的厌恶，通常有深层次的原因。

这类孩子的父母，并不是真的不关心孩子，大多是不会和
孩子沟通，遇到问题只会斥责、打骂，孩子感受到的是父母的
无视与冷漠，他们之间隔了一堵无形的墙。如何打破这堵墙，
需要老师、家长的沟通与智慧。

孩子为啥学习不好？

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

如不喜欢老师、同学，不喜欢

学校环境、学习环境等：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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