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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家校联动改变学生的厌学情绪 
◆李克俭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石硐中学  贵州贵阳  551105） 

 
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了解学生厌学情绪的产生和改变学生厌

学情绪的方法。厌学是由于学生学习行为获得内外反应不同而造
成的内在原因是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消极情绪体验和自我
认识存在偏差，另外社会的偏差，家长的漠视，教师的批评，同
学歧视，学习中无法满足成功的愿望，生活中又无人能理解关怀，
无法适应生活，学习环境，在挫折和失败面前无法正视自己，从
而丧失信心消极对待学习，产生厌学情绪。众多因素中，从家庭
的因素看，不良的家庭文化环境往往使可塑性很强的学生在耳濡
目染中受到侵蚀，高收入的家庭对孩子管教不严，过分溺爱，娇
惯，甚至对孩子言听计从，姑息迁就，尽量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
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家里的各种家务活从不让孩子沾手，更不
要说让孩子过艰苦生活，还要给孩子买高档电脑，手机，满足孩
子物质上的一切需要，而忽视了思想道德的教育造成孩子好吃懒
做，追求享受，贪图安逸，怕吃苦，怕受累，学习缺乏动力，遇
到一点困难时，缺乏一定的意志和毅力。所以学习稍有难度，成
绩略有下滑就产生厌学情绪，并且在孩子畏难，退缩时，家长不
是鼓励帮助，而是一味的纵容，导致学生厌学。中低收入家庭的
学生厌学，主要是因为家长忙于赚钱，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学
生在学习和生活条件上相对较差，他们不愿意主动与老师，同学
交流，不太适应学校生活，导致人际关系不良，心理负担过重而
产生厌学情绪。 

学校要创造条件让家长与教师相互联动，形成合力，改变学
生的厌学情绪。在联动过程中，教师要了解学生家庭背景，做到
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指导家长如何教育孩子，取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例如我班李维文同学，初一进校时，上课精力不集中，课
后不愿做作业，找其谈心，总是支支吾吾。经过多次的交流和多
方面的了解，学生家长没有多大文化，迫于生计双双外出打工，
从不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当孩子拿回较差的成绩时，不打即骂，
使孩子产生了逆反心理。我通过微信与家长进行很长时间的交
流，让家长知道孩子学习成绩差的原因，应该帮助孩子分析原因，
鼓励孩子进步，不能一味责怪孩子，尽量多鼓励少批评。李维文

同学这学期每次作业都认认真真的完成，上课也积极主动了。 
在一次家长会上我是这样发言的，“家长们,大家好：我是七

（2）班数学老师，我今天的主题是严重的家庭问题导致孩子的
厌学，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学习氛围是孩子成长的良好阶
梯，在自由，平等，和谐，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孩子会心情舒
畅，精神振奋，容易产生愉快的情绪体验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往往具备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
往往也能充分认识自我价值，其独立学习，解决问题和适应社会
的能力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反之，一个充满战争，支离破碎的
家庭环境，只有给孩子带来焦虑和不安，产生很大的心理创伤，
从而孩子无心学习。家庭矛盾不可避免，或多或少，或大或小，
但家庭中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家庭矛盾的受害者或牺
牲品，大人们不管是吵闹也好，打架也罢，都应静下心来，为孩
子想想，尽可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如果有事要解决最好避开孩
子。单亲家庭更应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没有变，不能相互推
卸责任，让孩子不知所从，左右为难。谢谢大家! ”一阵热烈的
掌声之后家长们穷穷私语，我知道家长们都明白了怎样做孩子的
榜样，也减少学生的厌学情绪。 

有厌学情绪的学生，最需要得到老师和家长的关心，同学的
帮助。教师一方面要动员同学在学习中主动帮助有厌学情绪的学
生，另一方面要与家长联动起来形成合力改变厌学学生的厌学情
绪。如我班的黄程同学很不喜欢数学，上课精力不集中，课后不
愿意做作业。我通过与家长的交流，要求家长在家中督促，我在
学校尽力辅导，并发动学生帮助，渐渐地黄程有了学习的兴趣，
我把学生作业和测试成绩发给家长并要求家长经常鼓励，我在班
上也经常鼓励黄程。这样一个学期之后黄程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
的提高，学习积极性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总之，家校联动能改变学生的学习行为，家校联动是转变学
生的一种良好方式。学校与家庭加强联系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有助于教育教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