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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逃学孩子引起我的反思 
◆焦丽娟 

（重庆市北碚区文星小学  400700） 

 
记得去年的一天，早上我来到学校上语文课，我像往常一样，

突然发现教室里少了 1 人。于是，我马上问同学：“今天早上，
看到王艺积来了吗？”“没有。”同学们回答道。于是，我马上通
知学校的柳老师，请她帮我找找，现在我要上课，走不了。又通
知了家长。后来通知了学校领导。 

不一会儿，家长就来了。中午，我就到校门口看监控系统，
看了一个中午，也没有看到孩子。罗坤主任很着急，叫来派出所
的警察同志吊看监控系统。到了下午放学了，孩子还没有找到，
我们都十分担心。请来了派出所的警察同志和王艺积的家长一起
来看监控系统。终于发现在 7:59 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孩子可能就
是王艺积。 

于是，罗主任马上召集全校的所有老师，进行搜查学校。多
位老师、两个保安、住读老师和我对全校进行大搜查。从办公楼、
科技大楼、教学楼每一层楼，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地方进行搜查，
每一个角落进行搜查，累得大家气喘吁吁，也不见王艺积的影子。
我们搜查了很长时间了，吃饭都吃过了，还没有找到王艺积。我
们正要去搜查寝室，突然王艺积的家长打来电话，说王艺积回家
了。我们高兴极了，担心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 

于是罗主任、保安和我，我们 3 人，顾不上吃饭，马上跑到
王艺积的家里。调查情况,然后问道：“王艺积，你今天到哪里去
了，你怎么走到？” 

王艺积说：“我今天来到学校，就躲到学校第 1 楼中间的楼
梯下了。” 

“中间的楼梯有什么？” 
他回答：“有桌子、凳子还有玻璃•••••••” 
我们问道：“那你今天一直躲到那里吗，没有出来吗？” 
“是的？” 
“你是一个孩子，一定要诚实地说，到底到哪儿去了？” 
“我就在哪儿。”王艺积回答。 
“那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有人看到你吗？”罗老师

问。 
“听到有大人、小孩说话的声音。” 
“那你今天到了学校为什么不到教室，不来上课？”罗老师

问。 
“我怕老师吵我，我昨天没有来上学。” 
“老师吵你了吗？”罗老师问。 
“没有。” 
“那你今天怎么离开学校的？”我们问。 
“5 点多钟时，从一年级外的地方翻过院墙。” 
“家长这个孩子还小，请你一定不要打他，好好教育孩子，

明天就不来上学，等学校的电话。”我们对家长说。调查完后，
我们才回家。 

第二天，我找来王艺积调查为什么不来上学，他说，因为作
业没有做完，担心受到老师的批评、惩罚。 

这件事过了 2 个月，他的爸爸又到学校找他。因为爸爸的工
资卡不见了，就怀疑是他拿了。因为，上个月，他才把爸爸的工
资卡偷去用了 2 千多元钱。爸爸问他看到工资卡没有，他说，看
到的，放到家里的抽屉里的。他的爸爸回家找了还是没有，又来
追问他，十分气愤，就在教室里边大打出手。可是他怎么也不承
认。我对家长说，别生气了，我去问问，可是他还是不承认。没
有办法，只好让他上课。就在这时，坐在他身后的小迅说，早上
他就带来了一张银行卡玩，就放在他的裤子兜里。我马上就去找，
果然找到了。他十分惊奇地说:“怎么，没有放在家里？”好像
若无其事似的。 

20 几年的教学生涯，让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学生，这个孩
子，这么厌学，这么气人，还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从今天这两件
事，让我真担心，想不到孩子不喜欢上学，宁愿躲到一个地方也
不上学。我不知道王艺积为什么变成这样了。既不爱学习，也爱
撒谎，不怕家长的毒打。这次，也提醒我今后工作一定要仔细。
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记录。对于，家长没有办法的他，我也不知该
怎么办？ 

我认为，厌学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

会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和学校一样，是孩子成长的主要环境，越来越多的研究

表明，除了知识的传授，家庭对孩子各方面的影响都超过学校，
而且起决定作用。 

二、学校因素 
在导致学生厌学的几种因素中，学校教育是关键的因素，因

为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厌学的学生大多不喜欢学校生
活。 

三、社会因素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学生正处于长身体

长知识的时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人生观，还不具备辨别是非的
能力，往往不能抵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特别是电脑的诱惑。由
于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不像在家里和学校里受到各种各样的约
束，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有越来越多的小学生沉迷于网络，
家长和老师是拔也拔不出来。 

可见，学生的厌学心理产生是内外共同作用的结果。必须依
靠学生、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互相配合，才能找出厌学心理
的对策。我根据自己的实践，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争取家长配合 
针对家长存在的不正确的教育观和教育态度，不恰当的教育

方式，要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向家长宣传心理健
康教育知识，讲解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宣传如何教育孩子做人，
如何指导孩子的学习，如何指导孩子进行自我心理调适，承受挫
折，培养自控能力等。宣传一味溺爱、打骂、体罚、放纵等教育
方式的危害性，指导家长与学校配合，转变观念，改变不良的教
育方式，帮助学生消除厌学心理。 

二、减轻学业负担，缓解学生压力 
要使学生从持续紧张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只能从减轻学

生负担入手，相对地压缩学习时间，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减少
机械抄写的作业，教会孩子抓紧课间休息时间完成作业。回家尽
量少做书面作业。 

三、培养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 好的老师。”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就能

全神贯注积极思维，有了兴趣，学习就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
种不断获取新事物的享受。因此，老师要有意识地科学地激发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说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学生看
到知识的价值。让学生参加各种课外兴趣小组，不仅能使他们学
到既动脑，又动手的本领，而且能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引
发新的学习需要，发展广阔的学习兴趣。特别是一些成绩差的学
生，由于种种原因对学习不感兴趣，但他们当中不乏热衷于文娱、
体育等活动的人才。如果能组织他们参加这类活动，就可逐步把
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迁移到学习中来；提高课堂教学艺术，满腔
热情关心学生。 

争对他的特殊情况，我经常和他的家长联系，家长担心孩子
撒谎乱要钱。我就叫他的家长亲自来到学校交费。我只好对他说：
“王艺积，没有完成作业，你也要到学校来上学，老师不会批评
你的。你一个人多到一边也不好玩。”他来学校，我让他积极参
加学校的乡村少年宫活动，让他感受到活动的快乐你，提高他对
学校的喜欢，增加他对老师的感谢，不再厌恶老师。经常对他关
心，下雨天，就把自己的伞借给他，衣服穿少了，就给他借衣服。
让他体会到老师的关心，同学的关爱。后来，他有一些转变了，
他能每天按时上学，能完成很多作业了。循循善诱地教导他，虽
然你的妈妈走了，但是还有爸爸，爸爸都这么辛苦，还要下班了
到处找你，担心你的学习。爸爸雷倒了，谁要你，你就会成为孤
儿。爸爸的工资卡是你和爸爸的生活费，你的吃的、穿的、用的、
租房子，都由爸爸的工资卡支付。你偷工资卡，偷里边的钱，用
完了，你和爸爸怎么生活。你要好好珍惜现在，珍惜你的爸爸。
他已经升入中学，懂得心疼爸爸了，希望他越来越好。 

总之，排除厌学心理是一项长期、艰苦、复杂的工作，需要
社会、学校、家长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一定会让孩子们快乐学习，快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