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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厌学缓解策略浅谈
朱元华

云南省绿春县大黑山中学　云南　绿春 662500

初中生，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的少女、少男们，他们生

心理由幼稚向成熟化过度，自我意识、辨别是非能力还不强，

自身认识度有偏差，厌倦学习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家庭、学

校、社会以及自身心理的困扰等方面因素免不了使得初中生

产生对学习的负面情绪，消极的对待学习，甚至在行为上远

离学习，逃学也成为常见现象。

据实际情况了解，学生之前基础太差，自身的思想、文

化素质较差，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家庭经济不乐观困难户多，

家庭离婚多，外出打工经济不景气，家长不支持子女读书，

学校管理不到位一系列问题是初中生厌学的致命点。初中阶

段学习的黄金时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期，对于初中生厌

学现象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纠正和克服，让它继续

蔓延下去，避免不了会给他们的身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及时结合导致的成因寻找对策缓解初中生

厌学问题很重要，不容忽视。

教育工作者密切结合初中生实际情况谈一谈缓解他们厌

学问题的相关策略：

一、走近学生并学会倾听，做好引领者和“良医”

作为中学老师的我们首先应全力实施上级的决策，例如

“控辍保学”政策落实到位，保证学生能按时在校学习等；其

次，慢慢走近学生，俯下身段来与他们融洽相处，并会与其

谈心，做他们的倾诉者，让学生信任、认可自己，渐渐地他

们和自己说的多了，作为教师的我们便能够很好了解到自己

学生的实际情况，可以从实际问题出发很好的去解决。我们

要去及时准确地了解到初中生厌学的原因、症结所在，就像

看病一样先找准“病”因，再对症下药，目的则是使得“良

药到病则除”，很好地去转变他们学习的观念，先让他们有学

的意识、意念，然后在引领呈现行为，最后达到解决问题的

目的。

二、课堂管理与服务密切联系，教学上严而有情

“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得先对我们信赖和崇敬，慢慢

地才会喜欢我们，喜欢学习，也才会服从我们的管教。作为

教师的我们就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找寻各学生存在的

“致命点”进行狠抓；“管”必不可少，但尽可能地去满足他

人的需求，服务于学生也很有必要性。课堂纪律的严抓与课

后做思想工作紧密联系，不忽视任何一个环节。虽然教师学

识渊博，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但有些学生还是不愿听课

而产生“厌学”情绪，结果是教师在自演自导还埋怨学生难

教，学生则埋怨教师授课听不懂。作为教师的我们得去了解

这一年龄段学生不同的心理特征和自己所任教班级的班风、

学风，然后因势利导，展现出实质性的教育成效。努力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知识求知欲望。在课堂上不仅仅是简单

地告诉学生答案，而是提示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学法的指

导，让多数学生学会自己思考，自己消化吸收。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要与学生建立相互理解的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基础

差的学生需要耐心对待，严格要求的同时也少不了讲讲人情，

让学生感受到我们教师并不是冷血动物，我们会适当理解关

爱他们的，那么他们在潜意识里被这份关爱会渐渐感化，在

思想发生转变的同时因刺激是有可能使得潜能被挖掘出来的，

最终获取到意想不到的成效。

三、建构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以缓解厌学情绪

社会和学校在为防治厌学现象做努力的同时家庭教育也

不容忽视，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防治子女厌学情绪的重要保障。

家长应努力让孩子在学习中体验到诸多的快乐，让快乐伴随

他们每一天，开开心心的学习。良好的家庭教育构建需做到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家长应注意自己的行为习惯和自

己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一阶段的孩子模仿心理强，家长的言

行在无意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家长是孩子的

“启蒙老师”，家长乐学好学，无形地为孩子创设学习环境，

孩子受到这种学习氛围的熏陶，厌学情绪递减，自然而然就

乐学上进，喜欢上了学习。第三，家长正确衡量孩子的学习

能力。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于高了往往会产生负面作用，影

响极度不好；所以家长必须得冷静分析自己孩子的天赋条件，

在学习上压必须压，但一定得适度。本来这一年龄段是孩子

逆反心理、叛逆性就很强，不控制好度只会适得其反，不仅

在学习上没帮上忙还使得与孩子相处出现障碍。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在教学中不断摸索、找寻策略来

缓解初中生的“厌学”现象这一举措势在必行，不容轻视。

即便这一年龄段的学生再怎么叛逆，我们仍需要耐心教育，

悉心教导，和学生家庭密切联系，携手并进；错失了这一

“黄金时期”，会失去给予他们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等

多方面的引导，对其成长相当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