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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案例分析之厌学 
◆吴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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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厌学的情况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界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产

生厌学的主要原因分为家庭因素，学校因素以及自身的各种因素。青少

年主要会出现学习动力缺失，厌恶学习和学校，缺乏学习兴趣的行为，

本文在经过案例分析之后，对产生厌学情绪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如何

解决厌学情绪的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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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呈现 
有一位母亲很苦恼，儿子从小就懂事听话，在班级中和同学

关系融洽，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但自从上了初中就开始情
绪不稳定。目前正在上初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提到学习，
脸上就出现烦躁的神情。下课回家后，一拿到书本，就哈欠不断。
做作业的时候，拖拖拉拉，拿一块橡皮也能犹豫半天。妈妈让他
把第二天的书预习一下，他就冲妈妈说：“没什么好看的。”妈妈
追问了半天，他才冒出一句：“学习真没意思，真累！” 

二、案例分析 
鉴于这位初中二年级学生对学习的反应，我认为这是一个典

型的厌学案例。对于厌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说法是：（1）厌
学是学生对学校的学习生活失去兴趣，产生厌倦情绪，对学习持
冷漠态度及其在行动中的不良表现方式。（2）厌学是学生对学习
消积被动，厌倦甚至逃避的心理现象及其行为方式。（3）厌学是
学生对学习感到厌倦的心理现象，是学生对学校的学习生活不能
满足自已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不满意、不愉快、厌烦学习生活的
情感行为，是一种消积对待学习活动的行为反应模式[1]。 

这个案例显示这位学生对学习生活失去兴趣，情绪表现为对
学习缺乏自信，有自卑感和倦怠感；主要的表现为不会主动完成
作业，学习效率不高；与家长和老师存在矛盾，经常与他们作对；
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能及时完成作业或抄同学的作业、逃课或旷
课。 

三、厌学现象的原因 
（一）家庭因素 
家庭是青少年从小接触的地方，是儿童成长的摇篮，父母是

儿童的第一老师。家庭环境是否良好，家庭教育是否适当，直接
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父母的言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会对子女产生微妙的影响。不当的育儿方式会对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一些父母望子成龙心切，他们的养育
方式很容易走极端，或太严格，或太放纵。这些都对学生的学习
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厌倦学习。同时，家长的不良榜样也会对
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有些家长不学无术、游手好闲， 主要精力
都花在赚钱、吃、喝、玩、乐上， 即使对孩子的学习期望大、
要求严， 也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2]。在影响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
诸多家庭因素中，育儿方式最为重要。 

（二）学校因素 
学校是中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中学生厌学的产生与学校有

很大的关系。有研究认为，落后的教育观念是造成学生厌学的根
本原因。教师和家长的高要求和学生发展的不平衡是学生厌学的
“驱动力”。个别教师的不良师德是学生厌学的催化剂[3]。此外，
厌学也与学生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不良有关。学校教育教学也是中
学生厌学的主要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学校教育教学方法简单、
僵化、僵化、抽象、易怒，既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抑制
了学生的求知欲。其他研究者认为，学校因素主要包括：学校教
育目标的偏差、枯燥的教学内容和单一的教学方法。 

（三）自身因素 
青少年产生厌学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因，青少年对自己人

生的规划，价值观，学业的认知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对于自我的
行为和目标选择存在缺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习基础差，知识储备薄弱。据笔者调查发现，青少年
主要是进入高年级之后，发现前期储备的基础知识不够，无法跟

上老师教授内容的进度，之后学习越来越吃力，与同学之间的差
距加大，压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产生厌学情绪，并且更严重的产
生退学的想法。 

二是对学习的认知存在偏差。厌学的青少年往往没有很明确
的读书目标，他们完全是被父母逼着上学，或者是抱着在学校里
混日子的想法。他们崇尚“读书无用论”，凭着这个借口躲避读
书的痛苦。 

三是错误的归因和情感的负迁移。厌学的青少年将自己的学
习成绩不佳归因于教师的错误教学，学校的逼迫等。他们经常由
于讨厌某个老师，而对某个课程产生不满的情绪，从而在课堂上
作出违背课堂纪律，与老师顶撞等现象。此外还有很多，比如缺
乏自我管理能力，不能抵抗诱惑，脑子里充斥着网络世界等，都
是青少年产生厌学的原因。 

四、如何解决学生的厌学问题？ 
（一）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作为家长，应该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摸清孩子的心

理发展特点，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帮助，采用科学的教养方式来对
待孩子。避免专制专断，强迫孩子学习，也不要放任和忽视孩子，
应当给予孩子关心和爱护。同时，又要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自主
的个体，给予他们尊重和自由，这样，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时，才
会向家长求助，否则，当孩子在学校遇到困难，不敢告诉家长，
这样家长就错失了引导孩子的机会。因此，家长在青少年成长过
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恰当地处理和与孩子的关系，提供良好的
家庭环境，可以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二）营造良好的学校环境 
学校应制定更加符合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的校纪校规，把青

少年当作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来看待，而不仅仅把他们当作学习机
器，严格控制。当青少年感觉被学校尊重，他们也会更热爱学校
和学习。学校还应提高教师素质，激发教师对学生的爱，避免简
单、粗暴地对待学业成绩差的青少年，并根据实际情况寻找引导
学生的方法，了解学生厌学的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教育。
另外，在多媒体发达的当代社会，教师应创新教学方法，提高与
学生的互动性，避免灌输式和填鸭式的教育方法。 

（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 
青少年应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智力和个性特征，制定适合

自己的学习计划和任务。要培养合法的兴趣爱好，对于那些已经
将兴趣转移的学生，要通过各种方式强化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把
学习失败归因于一些可控因素，例如不恰当的方法和不充分的努
力，来保护自己学习中的自尊和自信。可以运用理情疗法发现并
纠正自己的不合理信念，并通过成就动机、归因训练，不断肯定
自己的进步，增强学习动机。 

五、小结 
厌学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综合力量的产物。

厌学的学生作为“主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最基本的
是不能放弃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继续努力学习。鼓起勇气，
正确面对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培养出坚强的学习意志，在家长和
教师的帮助下，勇敢地面对学习中的困难，积极认真地改正厌学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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