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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学习倦怠产生的原因及消除策略
龚贤朝

（贵州省威宁县第六中学，贵州 毕节 553100）

摘要：我们在平时的课堂教学和观摩中发现，不少学生在学习中出现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不愿交流，不愿做作业，不愿复习等厌学、

懒学的学习倦怠情况，不利于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提高，不利于课堂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教师要不断改进

教学方法，消除学生学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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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看了几篇文章，作者几乎都认为学生学习倦怠的主要

原因是学习压力大和学习负担过重。我觉得这个观点与实际情况

不大吻合。从平时的教学和课堂观摩实际中笔者发现，学生学习

倦怠的原因主要还来自于教师教学方法的单一呆板和陈旧落后，

学生对课堂不感兴趣。

一、什么是学生学习倦怠

对学习倦怠概念的阐释没有统一的概述。外国学者认为，

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对学校课程学业持负面态度的一种现象，并

且伴有以下行为表现：对所学课业和学校活动热忱消失，呈现

一种消极状态，对同学、朋友态度冷漠和疏远。其产生原因是

因为较长时间来自学校课程等方面压力。国内学者所下定义也

不尽相同，台湾有学者对学习倦怠的定义为：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因为课业压力或其他个人心理层次上的因素，以至于有情绪

衰竭、乏人性化及个人成就感低落的现象。杨丽娴等学者则认

为，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或缺乏动力却又不得以而为之时，就

会感到厌烦，从而产生一种身心俱疲的心理状态，并消极对待

学习活动，这种状态称为学习倦怠。我们认为，学习倦怠就是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消极情绪，多表现为上课打瞌睡，

不专心听讲，不积极思考，不主动与同学和老师交流，不做练习；

课后不认真按要求完成作业，或者简单应付，不愿复习，不愿

主动阅读，不愿探究问题。

二、学生产生学习倦怠的原因

不可否认，学生产生学习倦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来

自家庭的，有来自社会的，有来自学校的，有来自同学朋友的，

可能也有来自自身的。但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学习倦怠原因主要

来自老师，来自老师的课堂教学。多数情况是老师的教学内容枯

燥乏味，教学方式单一呆板、陈旧落后，教学缺乏激情，学生对

课堂不感兴趣等原因造成的。

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如果学生已经懂了，我们老师还是不厌

其烦地讲个不停，学生肯定没有兴趣；如果无论老师怎么讲学生

都搞不懂，老师还是拿着讲，学生也不会感兴趣。教学方法上，

如果老师用的是单一的讲授法，而且从上课讲到下课，学生一直

被动听讲，没有动静的转换，如果老师自始至终还保持着一个调

子，没有抑扬顿挫，没有感情，没有激情，学生便会觉得学习很

乏味，自然也就听得昏昏欲睡；如果老师专业素养不高，基本的

问题不能解答，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学生就会对老师感到失

望，自然也会对老师产生抵触心理而不愿听老师的课；如果老师

处理不好与学生与同事的关系，处理学生问题简单粗暴或对学生

问题漠不关心，学生便会觉得老师不关心自己，自然也就不愿意

学习；如果老师人品不高，没有人格魅力，言行没有示范榜样作用，

都会影响教学效果，都会给学生学习带来负面影响。而所有这些，

都可以在老师的课堂教学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

三、消除学生学习倦怠的策略

居于学生学习倦怠的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消除学生学习倦

怠的主要策略是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

1.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学习情况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学习方法，

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因学生而异。简单的问题可以安排学生自

主学习，学生理解困难的内容可能需要讲授、演示、讨论等多种

方法结合运用。

2.教学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老师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

老师要掌握学生学习的动向，把我全局，了解学生的基础和接受

水平，熟知学生学习困难的症结在哪儿，甚至要清楚不同学生的

不同爱好，从学生学习需求出发，以学定教，不要只顾自己唱独

角戏。

3. 老师要因材施教，让学优生吃得饱学困生吃得了，不要搞

一刀切。首先，分层教学和个别指导是很有针对性的方法。其次，

设置作业超市是巩固课堂教学成果的必要保障。

4. 形成有效的评价机制，让学生学习有激情。老师要多一把

衡量学生的尺子，对基础不同接受能力不同的学生要求应有所不

同，评价要符合客观实际。

5. 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科素养，让学生感受学习的

乐趣，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快乐。常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

师要结合学生实际多思考，想方设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

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学生的学习倦怠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要关心和热爱学生，

透过现象深入本质，认真分析学生学习倦怠的原因，把好脉，找

到病根，对症下药，消除学生的学习倦怠，让学习真正成为学生

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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