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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中教师对学生德育工作的研究理论已经很充实，且尖子生和学困生的学习态度研究理论也已经很有深度，这些方法和经验

理论为中等生的学习态度成因的研究起到很好的实用价值。学习态度包括对上课的态度、对考试的态度、对成绩的态度以及对学习目标

的态度等。他是通过学习的经验和实践逐步积累成的，并与个体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而不断变化，它对顺利开展学习及良好的学习效果

至关重要。本文以化学的学习为主题进行调查问卷的统计，即《农村高中中等生学习态度问卷》，并进行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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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义

在 2021 年的全国两会提出不能光注重分数，应更注重培养健

康成熟的人格，所以教育工作者应转换视角，多关注影响学生成

绩的学习态度问题，学习态度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学习的成效，

而且直接关系学生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在农村高中教育中中等生

所占比例最大，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是高中生群体中的主力军，

他们的特点更具普遍性和适用性。因而农村高中中等生学习态度

的影响因素成因及对策研究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且我校老师在做学生德育工作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和方法，

对课题的研究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也能为农村高中教师在中等

生的教育管理方面提供一种新的切入点。为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

期望目标达成提供更充实的经验理论和实践操作性保障。

二、学习态度的定义

学习态度是参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较抽象、

较综合、较宏观的精神现象。学习态度包括对上课的态度、对考

试的态度、对成绩的态度以及对学习目标的态度等。他是通过学

习的经验和实践逐步积累成的，并与个体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而

不断变化，它对顺利开展学习及良好的学习效果至关重要。本文

以化学的学习为主题进行调查问卷的统计，即《农村高中中等生

学习态度问卷》。

三、条件分析

我校属于城乡结合的重点高中，以我校中等生为例更具复杂

性和代表性，以抽样的方式，找专业的心理学教师和班主任通过

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对影响中等生学习态度的影响因素：从

社会，学校，家庭，自身发展等非智力因素等方面确定初步影响

因素。在初步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相关调查问卷，找心理教师

等专业人士把关，确定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是否归属在学习态度

的概念范围内，通过《农村高中中等生学习态度问卷》对中等生

的学习态度的影响因素成因进行总结分类，并把调查结果与预测

结果对比，总结。在影响因素确定的基础上，以典型案例的形式

把每一个中等生影响因素的成因进行解决策略研究。农村高中教

师对中等生学习态度的影响因素成因的解决策略进行操作性和有

效性的检验，并找其他教师和心理老师等对其作出最终评价。

四、学习态度影响因素

（一）社会因素

“读书无用论”由来已久，对于很多中等生来说，没有强烈

的学习动机。学习动机不足，是因为看到很多没什么文化的人，

到了社会上都是大把大把的捞钱。例如现在看抖音很多人靠着直

播等就能赚很多钱，感觉也没有付出太多的辛苦。而那些有文化

的硕士甚至博士，最终都是每个月拿着固定工资给人打工，他们

只是看到片面，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而只看到个别现象就信以为

真。

（二）家庭因素

在对中等生家长进行访谈时，笔者发现大部分中等生的家长

的教育理念是以下三种类型：一种情况就是家里是独生子女，对

其有求必应，过于溺爱型；要么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

身上，过于严苛；要么就是家中孩子不止一个，平时疏于管教，

属于“放养型”。这些家长的教育理念均不适合中等生的身心发展，

不利于激发他们各项智能的发展。

（三）学校因素

1. 由于社会方面的压力，给学生和家长很大的压力，在这种

压力背景下，自然而然的把压力就转嫁给学校的教育，导致进行

教学的教师为了升学率和重本率，自然而然的把能有效提高升学

率和重本率的优等生看护得更好，把大部分的精力给了他们。从

而疏忽中等生的存在。也没有发现中等生有很大的潜力，他们的

可塑性也很强，缺少了各方面足够的关注。

2. 从教师的角度来理解，教师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从任

课教师和班主任的角度来考虑中等生的教学，老师们普遍反映真

实很难有足够的精力继续给中等生以足够的关注。他们对中等生

的发展也很着急，但一想到自己有很多专业发展方面的东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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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每天需要备课，讲课，反思，批改作业；甚至班主任还需

要教育学生关注问题生的健康发展；不是的会有教育局或教育顶

层进行的培训或者下派一些学习任务或比赛等。教学投入和自身

专业发展外，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每一位学生身上，从

而忽略了对平时让老师很放心的中等生的教育和培养上。

3. 化学学科本身的特质。有些中等生对于化学本身具有排斥

心理，半文半理的学科，既要有好的记忆力，还要有很好的逻辑

能力。不然就会医学一个坎，中等生会学，但对自己的要求就不

是很高，流于表面自己就很有成就感了。甚至很多学生会反应，

化学真到实际生活中实用价值没有那么大。很多知识都是可有可

无的，实用价值没有那么高；有的中等生觉得教材的很多知识已

经不适用于现代的社会发展了，学了没什么意义。会平自己的心

情有选择性的学习，导致很多知识会发生断层或者遗漏；还有很

多知识点杂乱无章，必须看强大的记忆力强迫自己背下来。实在

没办法找到规律，特殊的知识点太多不是记混就是记不扎实，更

打击人的就是有些知识点背了也不会直接考，效率也很难提高，

自信心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总结以上的内容，对于中等生的教育教学跟十一分任重而道

远的工作。每一个中等生都会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思维优势面。他

们在不同的领域有自己不同的优势方式或思维解决问题，不过优

势不能形成体系。教师或者班主任应该多了解中等生的思维特点

和心理问题，协调好社会和学校学生间的关系，进行有针对的教

学。中等生的思维优势还是很有潜力的，只要班主任和老师能够

用心指导激发思维优势，因材施教。让中等生找回自信，并慢慢

找到自己学习的方式，获得化学知识的构建。在高中时期的中等

生本身也是比较敏感的学生，他们的独立思想更具有参考性。他

们更希望得到社会家长老师的认可，这也是他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所以主要采取鼓励的方式，让他们认有充分的自我认同感，摆脱

消极情绪等心理问题，并且针对评价等有多种丰富的评价方式，

使得中等生在不同方面都各自能有优势，使自己的认同感被放大

而实现真正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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