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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学生数学兴趣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万帮蓉 

（四川省成都西藏中学  610041） 

 
摘要：数学作为高考必考的三大学科之一，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

从教学实践之中发现，很多文科学生都对数学缺乏兴趣。在文中就文科

学生数学兴趣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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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科学生数学兴趣缺失的原因 
在文科生的数学学习过程中致使文科生对数学学习兴趣缺

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思想方面的原因，文科生从心里上对数学的学习

有抵触的心理。在他们看来，由于自己学的是文科，与理科没什
么关系，重要的是把文科学好。数学对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也没有
什么用，学的好不好并不重要。 

（2）学生学习方法的原因，由于文科生的数学基础比较薄
弱，使得文科生在数学学习上力不从心。加之逻辑思维能力较差，
不善于思考，机械模仿，死记硬背。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学生说，
数学课上听得懂，但是作业做不起。花了时间却没有成绩，致使
他们在数学学习过程产生的身心耗竭，没有成就感。久而久之对
数学的学习畏惧甚至厌恶。  

（3）文科生的学习习惯和意志品质相对较差，部份学生学
习态度不端正，这类学生在老师眼中一般都是智商高，反应快，
但是贪玩好耍，作业专挑简单的科目做，而对于文科生都怕的数
学作业，从来都是有答案就抄，没答案就不做。使得数学的学习
成绩越来越差，自己越来没信心学好数学。 

（4）在对数学课堂期待的调查问卷中发现，学生们认为在
数学课堂中最多的苦闷是源于课堂气氛比较沉闷，也因课程内容
比较难，学生对老师讲授的内容未能实现及时理解和消化，从而
产生挫败感，致使听课效果不佳，学习压力骤增。 

二、提高文科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建议  
1 正确引导，认清数学的重要性 
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他们自身的素养和志向水平紧密关联，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认可和选择积极的社会价值观，让他
们把学习与个人的前途，祖国的需要，事业的追求联系起来，使
其与数学学习兴趣相辅相存。比如工商管理，经济学等热门文科
专业都需要很好的数学基础。 

2.及时归因，树立学生的自信心 
学生在面对困难、挫折时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做出一些判

断。如：“我能完成这些任务吗？”“我这样的水平能考好吗？”
“万一我通不过考试，会不会被家长责怪呢？”心理学家把人们
能否完成某项特定任务或应付某种情景的自我判断称之为“自我
效能感”。大量研究表明，学习自我效能感强的学生对学习充满
信息，能更主动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去，为自己设定更高的学习目
标，面对困难时能够以积极地心态对待，学习成绩就会好一些；
而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则相反，他们对学习缺乏信心，缺少乐趣，
往往把学习看成是一种负担，因此对学习抱有随意的态度，学习
成绩自然不理想。 

因此，教师应该引导他们正确归因。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找出
成败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教师也要根据每个学生成绩优劣的
差异，从有利于学生今后学习的角度进行正确归因。大部分学习
基础差的学生，由于缺乏良好学习习惯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尤其
是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他们在学习上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种种
畏难情绪。在访谈时就遇到有学生说某些老师总爱用埋怨、斥责
的态度对待某些学习差又不努力的学生，有时还会用一些伤学生
自尊的话语批评学生，使学生对老师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甚至
学生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这些教师若不及时正确地引导就
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学生很可能会因不喜欢某个老师而排斥整
个学科的学习，久而久之便会对班风学风产生影响，造成班级一

部分学生产生学习倦怠。 
3. 愉快教育，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

系，包括彼此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对待的态度等。“亲其师”，
才能“信其道”。 

由于文科生的感情较为细腻，因此，老师在与文科生沟通交
流的过程中要对文科生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作为任课教师，
除了关心学生的学习之外，还要关心他们的其他方面，进行适时
的帮助和鼓励，多鼓励他们在学习上不懂就问，在数学的学习上
对他们积极的引导，帮助他们对知识点进行相应的归纳总结引导
他们在成功或失败的体验中不断努力。对于他们在数学的学习上
取得的进步要进行相应的奖励，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要鼓励他们勇
于探索，刻苦转研，不要轻易说放弃，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而
且要培养他们在课前进行预习和课后进行复习的良好学习习惯，
促使他们增加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 

4 优化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本”，把尊重学生、理解学生、

教育学生贯穿在教育的全过程。尽可能增加授课的趣味性，并不
断改革教学方法，探索新的授课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是无法复制的动态的，藏区来的新生在预科阶段便表现出与汉族
学生不同的诸多方面的特点,要有针对性地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
在教学管理中做到有的放矢,尽量让学生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让他们成为课堂扩角。另外，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还
应注重对学生作为“人”的培养，尤其是“社会人”的培养，培
养他们的道德、陶冶他们的情操、锻炼他们多方面的能力。 

5 加强心理健康指导，消除考试焦虑 
健康的心理是创造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前提，心理素

质既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又是全面推动素质教育的归属。在前
面的调查数据中也显示，考试焦虑是导致其学习倦怠的主要因素
之一。 

因此教师要认真做好心理转型教育，并针对学生存在的心理
困惑与问题进行疏导和解惑，首先要帮助学生克服畏难情绪，疏
通思想，用积极地心态迎接考试。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尊重学
生实际水平能力的差异，让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纳入教学中，，促
使学生主动调整学习心态，消除学生心中的郁闷，最大限度地帮
助学生摆脱困扰，开发心理潜能，快乐地迎接学习，积极地应对
考试，正确地面对成绩。 

四、总结  
总之，要认识到文科生学习的现状，并积极的进行转换，提

高文科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文科生在数学学习上的畏难情绪要坚
决的抵制，要培养自己坚强的意志，迎难而上，而不是一味的回
避困难，只有自己树立不畏艰难困苦的决心才能使数学的学习更
加的容易，才能培养自己数学学习的兴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
要对于学生学习的知识点进行相应的归纳和总结，提高课堂学习
的趣味性，课下要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积极的引导，促使他们拥有
良好的学习习惯，并且正对每个人的特点，对于学习方法提出一
些合理的建议进行改善。最重要的是要与学生多进行沟通交流，
文科生的情感比较丰富，只要多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就会使他
们变得积极开朗，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特别是在数学方
面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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