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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普通高中的学生因家庭和地域环境的影响，心智发展具备一
定规律性的群体化的特征，分析这些特征为学校“培养心智和发展健全
的人格教育”提供决策的依据，并因此转变人们重智轻德的教育观念，
促进艺术教育在学校的规范实施，提升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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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普通高中因为城乡差异和地区教育政策的影响，招收的
往往是本地区的三流学生，客观上普通农村高中变成了学困生集
中的学校。受个人成长、家庭教育、社会环境及学校应试教育的
影响，农村普通高中学生形成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心智特征。农
村普通高中如何“培养心智和发展健全的人格教育”，实施素质
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把握农村高学生心智特征，
了解形成这种心智的成因，才能有的放矢，提高教育实效。 

一、农村普通高中学生心智特征 
我校是一所普通高中，地处苏北一个乡镇农村，农村学生占

到绝大多数。在一个欠发达地区，尤其很多农村学生曾是留守儿
童，受地区差异、家庭教育、应试教育、青春叛逆期等各种因素
的影响，学生的心智发展呈现出令人忧虑的现象。经过调研，农
村普通高中学生的心智有如下一些特征： 

（一）心理的脆弱。从学生个体看，中学是学生身心发展剧
烈变化时期，心理不成熟，在考试、升学、交友等人生选择时，
经常会体验到失望、痛苦、悲伤、悔恨、激愤等负面情绪，最易
出现心理冲突和心理问题。从社会群体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有
上升的趋势，许多学生情绪不稳定、意志力脆弱，对环境适应能
力差、承受挫折能力不强、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差，这些看似思想
品格问题，其实背后都隐藏着相当大的心理危机。 

（二）品德的背离。中学生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但在学
校教育中，德智失衡状况，一直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很多学校虽
然表面上强调要重视德育，但德育工作往往流于形式，重智轻德
成为学校教育的常态，造成学生能力与品德不能同步发展。我们
问卷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村学生厌学、惧学、意志薄弱，不能承
受挫折与困难。很多同学对自己的人生缺少规划目标，不会很好
地处理人际关系，对待父母师长不懂得感恩，对待社会规范缺少
敬畏，对待他人缺少关爱宽容。 

（三）智力的贫乏。所谓”智商”，是指一个人的智力因素，
包括观察力、记忆力、创造力、钻研能力等，智力是衡量学生学
习能力的重要因素，但很多人仅把智力理解为天生具备的能力，
这是不准确的，其实学生的学习困难、成绩不理想，不仅表现为
智力问题，还表现为行为习惯与个性品质。导致学习成绩不好的
重要因素常常是学生的学习习惯，以及观察力、注意力、耐挫力
等，很多人仅把它归纳为学生的智力，是极其片面和错误的。 

（四）行为的偏激。农村中学由于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的问
题，很多学生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缺少集体和公众意识，缺乏组
织纪律性。在行为上常常表现暴力、说谎、懒散，严重的出现自
伤或伤人现象。 

（五）情商的缺失。“情商”又被称作是人的一种心灵力量，
是指一个人的非智力因素，情商包含了人自我情绪控制的能力、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心理品质等。它能对智商起到启发、定向、
引导、维持、强化、调节、补偿等重要作用，是人成就事业的决
定性因素。而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与学生情商的缺失有很大的
关系，艺术教育能很好地调节提高学生的情商。 

二、农村普通高学生学生心智成因分析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考对学生开拓创新、灵活应用的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高考面前，农村普通高中在学生的能
力培养方面因条件的限制有先天的不足。当然，除城乡差异导致
学生心智差异外，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一）学生层面的因素。农村普通高中产生心智不健康的除
了学习因素外，更多的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或者是因为父母
在外打工，长期缺少关爱和家庭教育。在学校里，因为成绩差、
交往能力欠缺，与同学缺少交流，教师也关注不到，于是自觉或
不自觉地封闭了自己，在班级难以感受温暖，学习没有快乐，这

样就容易就产生心理障碍，学习自然会受到影响。 
（二）家庭教育的因素。通过走访发现很多农村来的学生家

庭居住环境普遍较差，绝大多数学困生的家长是生活在社会最基
层的打工者，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素养，没有能力辅导孩子，没
有充裕的时间来教育孩子。有些家长并不重视孩子的学习，对孩
子没有太大期望，没有给孩子人生规划，更没有多余的财力来做
孩子的教育投资。可以说，他们对孩子的学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听之任之。 

（三）社会时代的影响。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
剧，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因此，为了考上好的大学，为了就
业，现代教育越来越偏重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受教育者越来
越缺少人文关怀。受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学校周围遍布网吧、
游戏厅，青少年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很差，加上读书无用论的沉渣
泛起，人们正常的价值追求、道德规范被消解，学生沉迷网络，
迷恋手机现象比较严重。学校为了管理学生上网和使用手机，各
种招数迭出，有没收的，公开销毁的，有叫家长的，也产生很多
颇具争议的事件。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许多青少年的道德品
质、文化素质、人格心理等等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问题，有些还
相当严重。 

（四）学校、教师的影响。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学校
老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高考科目上，凡高考考查的科目，开
足马力，紧抓不放；凡高考不考的科目，能减则减，能弃则弃。
艺术教育仅是应付素质教育检查的面子工程，有的学校直接把艺
术教育从课表中清除。 

三、研究农村普通高中学生心智特征及其成因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完善的素质观。很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

轻德，忽视艺术教育，学生整天埋头在作业和书本之中，疲于应
付考试，其兴趣和爱好得不到满足，个性得不到发展，创造能力
受到压制。而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教育
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要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就要关注学生人
格塑造和个性发展，这恰恰是艺术教育的主要功能，从本质上来
讲，艺术教育本身就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转变片面的评价观。从应试角度来看，评价学生的好
坏就是“唯分数论”，但从新课标的基本理念看是“面向全体学
生，注重素质教育”，这种唯分数的评价，忽视了学生成长的复
杂性，学生个性的多样，学生的发展性。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教
育不仅要分数，更要以养成学生的“健全人格”为目标，为学生
的人生发展奠基。 

（三）建立健全的心智观。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校教育偏重
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数理逻辑等智力，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
心理健康。学生的智慧不仅是天生，也是后天习得的；不仅只是
数理逻辑能力，良好的道德品性，优良的行为习惯，健康的心理
都是人生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而这些素质只有通过不断的
刻苦学习、训练能力、强化心理、陶冶情感，才能获得。这些是
学生终身发展的能力，是生命不断向上发展的驱动力。离开了良
好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心理，智力再卓越，都不可能成为社会需
要的人才。 

艺术教育是一种“养心”的教育，它发展学生的审美能力，
陶冶学生的情感，滋养学生的心灵，唤醒学生的人文意识，是实
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尤其在普通农村中学，艺术教育的缺失，
导致很多问题学生，研究学生的心智特征，规范艺术教育，转变
观念，提升育人实效，才能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身心两健、人格
健全、和谐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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