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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学困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往往显得掬谨、胆小，遇到挫折会使

他们气馁，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逐渐产生了自

卑感，进而产生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对这一部分学生需要给予更多的关
注、耐心和一些必要的干预帮助措施。而绘画心理分析、音乐疗法、体

育运动能帮助学困生树立自信，提升适应能力，促进其人格健康成长，

获得充分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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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其中农村和城市的发展状况显著不平衡。这种情况在教育发展上
表现也较为突出，即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教育发展速度更快，水
平越来越高，而农村教育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水平偏低。目前，
农村教育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村学困生的成长和发展问
题，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农村学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他们在自我意识发展中
存在哪些问题？如何通过心理干预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以促
进他们与其他学生一道获得充分的发展？笔者在此进行初步探
讨。希望有助于更好地加强对学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促
进学困生与其他学生一道健康成长。本文对农村学困生心理状况
进行分析，把握学困生的实际情况，提高对学困生的关注和重视；
通过心理干预措施提高学困生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学困生在生活
和学习中的适应能力，促进其人格健康成长，获得充分而全面发
展。 

19 世纪 90 年代，西方国家即已开始研究“学困生”问题，
其最初研究主要是从医学角度进行的。到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
研究者的研究逐渐由阅读困难转向感知——运动障碍，研究角度
由医学逐渐转向心理学和教育学。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研究进
入整合期，主要侧重于临床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其代表人物有
美国特殊教育家柯克和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和威廉特。20 世纪
70 年代，“学困生”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提
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形成了学派林立的局面。1980 年代，学
术界对学困生的诊断与矫正研究更加深入，代表人物有美国特殊
教育家柯克，日本教育学者北尾伦彦。1990 年代以来，研究重
点转向如何帮助学困生获得充分发展。国内关于农村学困生的研
究起步较晚，关于农村学困生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农村学困生
是生活在农村，智力正常，但在学科学习中明显感觉到困难，在
课程考试中成绩明显低于全校平均值，且低于教学大纲所规定基
本要求的学生。 

心理学家认为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还不完全，他们不仅是依
靠自我观察，通过内省来认识自己，而且还在和别人的相互交往
中，在生活、学习和劳动中，在别人对己对人的评价中认识自己。
小学生的自我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附于教师、父母和同辈伙伴
的评价。所以，小学生中的学困生，面对教师、父母和同辈伙伴
的不恰当评价时，会使他们气馁，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甚至感受
到外界的反感和鄙视态度，对自己的前途更加丧失信心，在学习
和生活中愈显掬谨、胆小。久而久之，也挫伤了小学生的自尊心
和自信心，使他们逐渐产生了自卑感，进而产生更严重的心理问
题。对这一部分学生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耐心和一些必要的干
预帮助措施。 

对困境学生的心理干预措施，已有文献表示音乐疗法对困境
儿童有很好的疗愈效果，能提高其自尊心水平；大量的实证研究
证明音乐训练能促进人类广泛认知能力的发展。著名的莫扎特效
应显示音乐训练能提高被试者时空推理成绩；一些研究还发现音
乐训练能提高儿童的数学能力、言语阅读和记忆能力。同时音乐
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社会、学校及家庭的
重视。绘画治疗技术可以显著促进干预对象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自我概念、改善社交功能和情绪管理功能；近一百年来，众多学
者从不同角度对儿童绘画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发展心理学家，把

儿童绘画看作儿童心理发展的一面镜子，通过绘画来了解和研究
儿童的心理发展；凯威采用自发绘画创作的方法，对面临家庭和
发展问题的儿童进行干预，发现绘画疗法可缓解来自家庭和社会
的压力，表达焦虑，从而加强自我概念。体育运动有助于改变孤
僻、克服胆怯心理、培养意志、调节情绪、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有研究表明体育活动能提高诸如最大输出和最大肌肉力量等生
理功能，这能够减少疲劳，降低焦虑、抑郁；对长期性的轻微到
中度的焦虑症和抑郁症有治疗作用；同时体育活动对治疗神经衰
弱具有特别显著的作用。这些研究大多在大中城市完成，一直以
来农村缺少专业的心理教师和音体美教师，目前随着对农村教育
的重视，农村师资队伍不断完善，具备了开展相关研究的师资力
量和物质基础。 

对策及建议： 
绘画疗法是心理艺术治疗的方法之一，是让绘画者通过绘画

的创作过程，利用非言语工具，将潜意识内压抑的情感与冲突呈
现出来，并且在绘画的过程中获得缓解与满足，从而达到诊断与
治疗的良好效果。绘画者可在方寸之间呈现完整的表现，又可以
在“欣赏自己”的过程中满足心理需求。绘画心理分析师可以通
过绘画解读其心灵密码，透析深度困扰人们的症结，进而提出有
效的干预措施。 

音乐疗法是一门新兴交叉性应用科学，音乐治疗过程是一个
系统的干预过程，以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运用音乐特
有的生理、心理效应，治疗师针对性的设计音乐行为，利用经历
音乐体验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作为治疗
动力的治疗关系来帮助被帮助者消除心理障碍、增进或恢复心理
健康。 

体育运动是一种积极的主动活动过程，可以有效的塑造人的
行为方式，进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根据身心交互作用理论，
体育运动不仅能促进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产生良好
效应，还能消除疲劳、减少焦虑、降低应激压力、提高精力和自
尊、获得良好的心理效应。健康的心理寓于健全的身体，体育运
动通过身心两方面的作用锻炼运动者的坚强意志、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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