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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是学生身心和智力发展的黄金阶段，是小学和高中的桥梁，是人一生中重要时期。初中生学业不良不但困扰教师和

家长，也是教育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从如何改善初中生学业不良状态入手，根据问卷结果，提出干预对策与建议。改善学

业不良状态，不单需要学生付出行动，更需家长配合学校，增强责任心，做孩子的榜样，同时需要教师树立正确学生观、发展观、

人才观，利用皮格马利翁效应，遵循多元智力理论，在教育教学中因材施教，让学生充分感受“跳一跳，就能摘个桃”，逐步提高自

我效能感，同时学校的教育评价机制要更加合理化、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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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业不良原因--学生方面 
1.1 学习动机低，脱拖延现象严重 

学习动机是一种心理倾向，能引起、维持、指引学生学习活动，并

趋向教师所设定的目标。据奥苏伯尔的成就动机理论以及的调查研究显

示，从初一到初三，学生的学习动机由希望得到外部认可逐渐变成内部

自我提高内驱，这个时期学生自我内驱动力降低会导致学习动机变弱，

一部分具备潜能认知的学生没能成为学业良好的学生，关键就在他们缺

乏内部驱动，没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学习不勤奋，学习动机低还会导致

拖延现象，课堂学习不爱动脑，课后作业一拖再拖，形成学习拖延，影

响身心健康，如睡眠缺乏、自责、焦虑、内疚等。学习动机低，爱拖延

再加上自控能力低，导致他们积累的作业、不懂的知识像滚雪球一样，

考试成绩、自我效能感越来越低，形成恶性循环，引发学生自我放弃。 

1.2 自主性、主动性较差 

学业不良学生普遍存在自控能力差、意志力相对薄弱，高度依赖老

师的课堂讲解，初中生随着心理和大脑发展，抽象逻辑思维逐步占主导

地位，应该由被动接受学习转变为主动自主学习。这样有助于新旧知识

的内化衔接，更利于发现自己学习过程中不理解的问题。但通过观察发

现学业不良学生往往更倾向于模仿老师的解题思路。加之部分教师在教

学时更倾向于传统的三中心教学，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

机，导致学生越来越依赖教师。 

1.3 同伴关系的影响 

良好的同伴关系会促进学业不良学生的发展，同伴间取长补短，有

利于学业不良学生形成正确人生观。由于以分数定好坏标准的根深蒂固

和部分教师的无意识引导，学生之间的同伴关系的确立往往会受到影

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学业不良学生聊天内容以非学习内容为主，

这样会导致和学业成绩好的同学没有共同语言，难以交到学业良好朋

友。 

2家庭方面原因 
学业不良学生的家庭情况相对复杂。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业不

良的家庭中，父母由于工作原因，很少关注孩子心理变化，对孩子缺乏

关心，很少与孩子沟通，缺少辅导时间和能力，另外，随着电子产品的

普及，人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越来越深，有的家长下班回家手里，眼里

就只有手机，潜移默化中孩子深受其害。对于孩子好习惯的养成家长是

子女一生的榜样，通过 S 校学生访谈调查，学业学生回到家里第一件事

就是拿起手机摆弄一会儿才能开始写作业或者做其他事情，家里人人都

有自己的手机。 

3教师及学校原因 
《师说》中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

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方法。教师的教育理念会直

接影响学生的学习行为，学校的评价方式，教师的评价方法也会影响学

生学习的态度。 

4学业不良学生的干预对策与建议 
4.1 学生方面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学业不良学生，家长和教师要有意识

的培养学生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增强自主主动学习能力。逐步改

变拖延习惯，培养积极学习情绪，对有问题的学生做适当的心理疏导，

有意识的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立足学生的实际，尽可能的因材施教，利

用最近发展区，让学生实践“跳一跳，都能摘到果子”，有意识提高学

生的自我效能感，逐步建立自信，形成良性循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教师要有意识的引导班级内积极的同伴关系，多用积极乐观的评价方

式，形成正确的学生观，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正确客观的评价

每一位学业不良的学生，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同时有意识引导

学生之间形成取长补短互帮互助，共同提高的学习氛围。 

4.2 家庭方面 

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家长应有意识的学习现代教

育理念、科学的教育方法，家长要充分相信孩子的潜能，善于激励孩子，

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孩子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优点，使其所长之处得到

充分的发展。家长要有意识的增加亲子活动时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有意识的培养孩子形成好习惯，制定家庭规则，奖惩分明。良好亲子关

系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基石，也是孩子未来发展是否成功的坚实跳板。 

4.3 教师及学校方面 

教师首先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正确的发展观，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每

一位学业不良的学生，多运用皮格马利翁效应，要相信他们身上的潜能，

教师要多了解学生，理解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需求，运用需求理论和实

际引导学生积极发展；教师要与时俱进，学习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的教

育教学理念，运用形式多样、需要多种感官同时参与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同时教师要不断的自身知识储备量，找到学业不良学生进步的切入点，

教师要尽可能的因材施教，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学生的实

际，科学有效的实施教学活动。同时，学校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教学

评价机制，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教师在评价学生时要具体

化、积极化、科学化、人性化，以指导为主，批评为辅，把握好评价过

程中的度。 

5总结 
本文针对 S 校中学生学业不良的问题，结合产生的原因，给予了合

理的改善解决对策，主要从提升初中生学习自主自觉性、端正家长态度、

提高教师职业素养方面进行探讨，结合需求理论、多元智能理论、自我

效能感、教师期望等理论提出建议：引导学业不良学生由被动转变为主

动，从外在需求变为内在驱动，从而改善学业不良学生的学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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