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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他成为一枚从里面打破的“蛋” 
——一个学业困难学生的帮扶 

林枫 

（广东医科大学  广东省湛江市  524000） 

摘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随着国内高校"严把教学关",部分高校学生面临着学业难

题,尤其是医学类大学生,部分大学生入学后存在理想信念淡薄、专业认知不明确、自律能力不足、缺乏学习规划和正确的学习方法等

问题。留级后面临难以融入新班级的问题。比较容易引发恶性循环,最终以休学或者退学结局,影响学生成长,对家庭也造成很大的影

响。本文通过对留级生学业困难真实案例进行剖析，提出解决方案和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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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述分析】 

一、案例概述 

Y 同学，来自湖北武汉，就读于我校医学专业。这位同学来自

农村普通家庭，父母长年外出打工谋生，从小就像留守儿童一样跟

着老人生活，与家长沟通甚少，与父母平时电话联系且内容只是与

学费、生活费有关。进入大学后，沉迷于网络游戏，甚至整夜上网

游戏，逃课厌学，上课无心听讲，课余时间学习也很少，课后作业

不完成，基本不上自习。想着临考前一两天晚上临时抱佛脚就能考

过。在当年的 9 月统计必修课不及格门数时，累计 10 门，根据学

校学籍管理规定，留级到低一级年级学习。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

都是得过且过，毫无计划。但是，Y 同学性格内敛，稳重，与周围

同学的关系也很好。并且在漫画绘画上有一定的特长。 

留级后，辅导员根据 Y 同学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精准帮扶关

怀，定期与该生谈心谈话，帮助其制定学习规划，鼓励该生重拾信

心，争取进步。 

二、案例分析 

辅导员在谈心谈话中发现，发现 Y 同学在对于所读专业的认知

不明确，没有目标，久而久之，失去学习兴趣。同时以往习惯了在

家中做什么事情都有大人督促，到大学后由于自律性较差，在没有

家人的管束下，更加的放纵自己，曾经也想过努力改变自己好好学

习，但是由于前期落下课程太多，根本无从下手，索性放弃。在网

络游戏中找到的存在感与成就感使他无法自拔。由于晚上通宵游

戏，早上起不来床，干脆不上课，恶性循环到了临时抱佛脚复习不

过来了，索性就放弃复习了，导致考试挂科。暑假里，依然沉迷游

戏，补考不过，最终导致留级。综上，分析的学生属于学业困难里

的适应性障碍和意志性障碍，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如下： 

（一）理想信念淡薄 

谈话中发现，在高中，家长给学生灌输的思想就是考上了大学，

似乎就完成了人生大事。考上大学就是他的奋斗目标。进入了大学，

没有随着大学生活的开始，做新的规划，学生没有理想，对自己的

将来没有规划，没有目标，信念缺失，易动摇，遇到挫折困难易变，

甚至彻底被现实打垮，医学专业学业艰辛，从大一到大五课程繁重，

从入学到毕业，如果理想信念薄弱，容易感到步履维艰，抗压能力

很差，最后只有以失败告终。 

（二）专业认知不明确 

谈话中发现，Y 同学报考学校与专业时，自己对所报专业了解

甚少，是在父母与亲戚的建议下报考的学校与专业，认为医学专业

好就业。是在对医学专业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报考，自己对于医学

专业本身没有兴趣，加上学业繁重，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于是就

出现了研学逃课的情况。 

（三）自律能力不足 

从高中到大学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节奏是需要适应调整，，中

学阶段家庭管教和要求比较严格，进入大学后突然失去监管，Y 同

学一下子无所适从，容易受到外界诱惑，影响正常随着学习和生活

环境的相对放松，没有了家长的监督，随着监管松懈，逐渐出现懈

怠，于是将大量时间花在网络游戏中，放弃了学习。 

（四）缺乏学习规划和正确的学习方法 

根据 Y 同学自述，大学与高中被动式的灌输学习不同，自己不

适应这种教学方式，找不到更好的学习方法，虽然曾经想努力学习，

但是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效率较低，学习成绩

不理想，均已失败告终。 

（五）留级后难以融入新班级 

留级后，Y 同学由于留级的尴尬，不自信，不能很好的融入新

班级，新班级组织的班会、集体自习等活动也不参加，宅在宿舍玩

游戏。班级与良好的班级氛围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等方面也会有积

极的正向影响。由于不主动融入，学习自主性难以提高。 

【案例解决方案】 

针对 Y 同学的情况，处理思路是：点面结合、轻重缓急的开展

工作，一方面立足脚下，解决好紧要问题和重要问题。即引导 Y 同

学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端正学习态度，帮助其树立目标，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做好学习规划。另一方面，面向未来，解决好关键

问题和发展问题，针对类似情况的学习困难同学进行排查，分类指

导，加强理想信念引导，营造良好学风，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及时

帮扶，促进学生学业进步。 

一、开展谈心谈话，引导树立正确观念 

Y 同学的问题，一方面是理想信念淡薄，另一方面是专业认知

不明确，导致学业困难。辅导员和 Y 同学进行深入的谈心谈话，让

Y 同学明白，作为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我们现在处于中华民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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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时期，有着新一代青年的历史使命，有着我们应该承担的时代

责任，要用于砥砺奋斗，要清楚的认识到我们今天能够安稳的进入

大学校园中学习生活，是党和国家历经艰难险阻为我们创造的，应

当珍惜进入大学校园的机会，端正学习态度，努力学好医学知识，

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贡献出一份力量。不能贪图享乐，虚度时

光。同时通过专业培养方案进行解读，让学生清楚了解其所学专业

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修业年限与时间分配、主干学科和主干课

程、课程的设置以及成绩的考核和毕业要求与学位授予条件等，同

时，引导其认识到专业知识学习的重要性，鼓励他参加专业教师的

课题组，主动了解本专业前沿最新动态，建立专业信心。 

让 Y 同学对自己专业有明确认知。 

二、加强关怀与心理疏导 

与 Y 同学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对他的情况进行无条件接纳，

让他感受到被尊重、被关心、被理解，让其正在的信任辅导员，从

而从内心自发的，愿意主动找辅导员，从而进一步调动其积极性。 

三、发掘闪光点，引导学生走出网络世界 

Y 同学留级后，出现了自卑心理，难以融入新班级。通过网络

世界来逃避学业现实，通过网络世界获取精神上的寄托，通过网络

游戏获得的生活中难以得到的快乐、自尊、价值感、归属感、人际

互动等。与 Y 同学接触后发现他虽然不主动与同学交流，但是 Y 同

学稳重，做事有条理，有绘画方面的特长。辅导员结合 Y 同学自身

优点，对他的优点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并鼓励他积极参加学校举办

的书画比赛，帮助他重新树立自信，克服自卑心理。 

四、发挥协同帮扶，助力护航 

一方面，发挥朋辈力量。采取“学习方法分享会”“学业导生”

和“班级学习小组”等措施，加强对 Y 同学的学习帮扶。安排同宿

舍各方面表现较为优异的同学加强对其上课、自习的监督和课业答

疑。同学督促督促其参加任课教师的课后答疑。同时引导干部和舍

友在日常多关心帮助 Y 同学，让他感受到和谐温暖的班风，更好的

融入集体。另一方面，发挥师长力量。联系相关任课教师在课堂上

对其给予关注，加强课堂考勤，针对 Y 在学习过程中的难点和疑点

进行重点。辅导员为 Y 同学量身定制“一周一计划”生活学习计划，

合理规划安排生活学习，每周结束后和 Y 同学共同进行及时总结，

对 Y 同学的进步及时的肯定。并且加强对其日常的关心，以进一步

加强 Y 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以及生活学习规划。 

五、家校联合，强化效果 

在征得 Y 同学的同意后，联系家长，提醒家长学生目前学业情

况，提醒家长多与学生沟通交流，多与学生联系，了解学生在校的

生活学习情况。一方面，让 Y 同学感受到家庭的支持和温暖。另一

方面，与学生共同提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对标对表，对自己的人

生道路有合理的规划和目标。进一步强化帮扶效果。 

【经验与启示】 

一、辅导员不断反思工作中不足 

工作中不断进行反思，提高工作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充分利用

新生教育、开学初、考试前和考试后等重要的节点，在班级中全面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观念，补住精神之钙，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做好提前教育，做好“消除法”。 

二、健全工作机制，全面摸排，精准建档，分类指导 

要健全学校-学院-班级-宿舍四级联动工作机制，完善信息反

馈渠道，同时加强对学习委员、宿舍长的培训，充分发挥他们在工

作开展中的左膀右臂的作用。及时反馈学业困难学生情况，根据学

生具体情况，精准建档案，及时做好学业帮扶。 

三、提高业务能力，及时引导做好学业规划 

一方面，辅导员要不断提高自身关于所带专业方面的知识及能

力，有针对性的学习学生相关学业困难案例的处理方法，积极参加

相关培训课程。另一方面，辅导员要不断提高自身关于心理方面的

知识及能力，有针对性的学习学生相关心理案例的处理方法，积极

参加心理相关培训课程。根据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研判，

及时发现学生现实问题，及时引导学生做好学业规划，有效的帮助

学生答疑解惑，提供实质性帮助，引导学生积极正向的寻求解决方

法。 

四、由点及面开展工作 

一方面，在全体同学中开展优良学风创建活动，充分利用网络

媒体及校园的各大宣传平台大力宣传引导养成优良的学风，通过举

办主题班会、组织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学习分享会、组建班级学

习小组等活动，邀请专家做专业导论，介绍增进学习方法和途径，

促进学生做好学业规划。另一方面，发展性与预防性相结。在全体

同学中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对于学业困难引发的心理困

难，介绍增进心理健康的方法和途径，解析心理现象、传授心理调

适方法，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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