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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如何解决高校“学困生”问题 
◆杨  晨  王  政  苗丽娜 

（辽宁科技学院） 

 
摘要：所谓“学困生”百科释义即学习暂时落后的学生，顾名思义，它

是一个对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概论，近年来，在我国各大高校，其中不

泛为 985，211 等高等院校，学困生的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这对学生的自
身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带来了阻碍。影响了我国的人才培育及

毕业生就业计划的实施，因此，学困生们已成为高校重点关注人群。解

决学困生问题，是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至关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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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困生问题形成原因 
随着大学时期的到来，学生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

但与此同时，也变得让人眼花缭乱，这让许多学生们失去了对学
习的兴趣，沉迷于当下的安逸生活与眼前的灯红酒绿，忘记了身
为学生身份的他们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使他们逐渐迈入了“学
困生”的大门。因此，了解“学困生”形成的根本原因成为了解
决学困生问题的首要因素。 

1、“学困生”个人与教师的因素 
其实每一个“学困生”都不是真正的差生，很多时候，他们

只是缺乏一个正确的引导。在“学困生”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着很
多方面的差异，这其中包括自身差异与各人所处环境的差异。于
主观上而言，学生的个人学习成绩与老师对其的关注程度有很大
关系。老师们最容易忽视性格孤僻、不爱与人沟通的孩子，这往
往会导致学生的不自信。他们会认为自己不够重要，从而失去学
习的兴趣，加大了挂科率，逐渐的便会把挂科视为家常便饭，更
加的不愿意学习，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2、“学困生”个人与家庭的因素 
别让家成为孩子还怕回去的地方。很多家长在孩子们的成长

过程中，忘记了最重要的陪伴。家长们只记住了“养家糊口”这
四个字。也让“家”变成了“房子”。让孩子们因为害怕孤单而
不愿意回家。孩子们在生活中遇见的问题从不敢向父母倾诉，学
业上的退步更是怕被父母察觉。怕父母的责备，怕父母的漠不关
心。渐渐的，孩子们活成了一个个不爱表达的“文艺青年”。对
于早已失去了父母鼓励和夸赞的他们，学业上的那些”遭遇“早
就不值一提，无足轻重了。此时的他们，可能已经适应了或是说
不愿努力改变这种“学困生”的生活状态。 

3、学校教育因素 
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和高校管理方式的不合理性和过

时性，使学生们的学习效率快速下降，然而学校仅仅是通过增加
重修人数，加大挂科率，降低毕业率这样强迫式措施来督促学生
们努力学习。事与愿违，增加的挂科率使“学困生”们更加的厌
恶学习，破罐子破摔。如此教育管理模式，让有些“学困生”们
一开始自己就放弃了自己。成绩一落千丈，从而步入“学困生”
行列。 

二、针对“学困生”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1、解决“学困生”与教师之间的矛盾与问题 
首先，每位老师应相信习与智长，优与心诚。教师们应该用

发展的眼光看待学困生们，只要教师们懂得尊重“学困生”们的
人格，增强对其人生价值观的教育，让“学困生”自己意识到学
习的重要性，并有耐心的发现每个学困生的优点，给予他们更多
的关注，笔者相信，“学困生”的转化必定指日可待。于“学困
生”个人而言，首先应明白，被忽视应与个人性格有关。“学困
生”本人应努力改变自己不愿意沟通的性格。多在同学与老师的
面前展示自己，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久而久之，自然会得到他
人的关注，大家的认可。“学困生”自身自然而然也就自信了起
来。 

2、解决“学困生”与家庭的问题与矛盾 
首先要建立家长联系制，形成家校联系体系，让“学困生”

受到双方的关注，也让家长更正确的去教育、引导学生。把精力
更多的放在学生本身而非工作之上。避免孩子缺少家庭管教或者
不信任父母。学校需引导家长，常与孩子沟通，时常去鼓励学生，
实现家、校、生三者共同成长，让学生用有一个合理有效的思想
教育。让“学困生”们有问题，不逃避，愿解决。快乐学习的同
时也懂得快乐。努力改变的同时也享受努力。 

3、解决“学困生”与高校管理的问题与矛盾 
高校管理是我国高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提高办学质

量，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一步。严格加强教师选拔，重视教
师质量，杜绝教师一味地施压于学生，让“学困生”们更加喘不
过气，增加“学困生”心理负担，使其对学习产生惧怕的心理，
进而厌恶学习，再次导致恶性循环。要改善教育，实施教育创新，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供个人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
的平台，增加家访次数与专业讲座次数，让“学困生”在增强个
人交际能力的同时也更加的了解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建设开放型
校园文化体系，让“学困生”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一技
之长，同时也可形成互助小组，让“学困生”们不再孤单、不再
自卑、不再厌学。 

总之，关注“学困生”，让其认清自己，重拾信心，摆脱学
业困难，不仅是对“学困生”个人的帮助，更是对我国教育资源
的充分利用。“学困生”转化，是我国教育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
是提高高质量教学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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