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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良儿童的家庭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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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学习不良问题是目前困扰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家庭环境有硬环境和软环境之

分#硬环境比如家庭的成员结构&成员素质&资源分配&生活方式等#软环境比如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父 母 的 教

养方式和态度&家庭功能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儿童学习不良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改善学习不良儿童家庭 环

境的几点建议包括’!&"给予孩子积极关注$!#"创造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改善家庭功能#明确角色 定 位$

!A"与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B"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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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良儿童是指智力正常或接近正常的儿

童#实际学习能力远低于其年龄和智力应该达到的

能力#这种困难集中表现在听&想&说&读&写&拼音

或数学运算等基本心理过程的各个方面%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儿童在智力上没有问题#因此与智力

落后&感官缺陷等原因造成的学习问题根本不同#
然而除了学业问题之外#他们可能还具有情绪&认

知和行为等诸方面的落后和困难%在世界各国的

基础教育领域中#学习不良儿童在各年龄段都有一

个相当稳定的比例#成为一个严重困扰义务教育发

展的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目前#中西方研究

者普遍认为#儿童学习不良是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其中#家庭环境的影响尤其突出%本文

着重从这一角度对儿童学习不良的成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几点建议%

!!一、家庭环境因素对儿童学习不良的影响

儿童从出生伊始就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这种

影响往往是经常的&多方面的#甚至终身的%大量

实验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不良和父母教养不当极易

造成儿童心理受伤乃至出现各种障碍#最终造成儿

童学习不良%而学习不良儿童因为在学校中的旁

落地位而表现出对父母更大的依赖性#因此#父母

对学习不良儿童的权威性更大#家庭环境对学习不

良儿童的影响也更为深刻%本文所涉及的家庭环

境因素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
"一#硬环境对儿童学习不良的影响

硬环境主要指家庭中可以用量化指标来评判

和衡量的环境因素#比如家庭的成员结构&成员素

质&资源分配&生活方式等等%
家庭结构缺陷的影响%最常见的一种 情 况 即

父母离异%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父母离异可能给

未成年子 女 造 成 严 重 的 心 灵 冲 击(&)(#)%尤 其 是 有

些孩子在父母离异后被当成累赘或长期寄养在祖

父母家#关爱和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常处于被抛

弃的孤独无助之中#自我评价非常低$有的孩子因

为父母离异 而 感 到 羞 耻#产 生 非 常 严 重 的 自 卑 心

理$有些孩子由羡慕他人发展到嫉妒#行为怪异#因
此也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接纳#变得自闭$有些孩

子受家庭变故以及父母离异前不良情绪行为的影

响#变 得 特 别 敏 感#常 无 端 猜 疑 他 人#也 看 不 起 自

己%这些消极&低落的情绪都会导致儿童在学习过

程中思维迟缓&注意力涣散&成绩下降%同时#大量

研究也证明了父母的婚姻状况对孩子的学业成绩

有直接影响%学习不良学生与一般学生相比#父母

离婚的明显更多#而父母的婚姻状况与其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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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显著相关!!"#一项对#A!#名大$中学生学习成

绩的调查!A"表明%单亲子女的学习成绩明显低于非

单亲子女#此外%离异家庭青少年在学业$社交$活
动等方面均低于完整家庭青少年&相反%在抑郁$交
往不良等行为上的问题均高于完整家庭青少年!B"#
另一种较常见情况即母爱缺失#那些在婴幼儿期

因为种种原因失去母爱的儿童%与母亲的天然共生

性遭到破坏后%精神上已经非常不安%再遇上不擅

照顾或不太负责的父亲%常使孩子处于放任自流的

状态之中#他们在幼年无法得到足够的环境刺激

和情感反馈%没有养成较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上学

后学 习 意 识 淡 薄%自 我 约 束 力 差%经 常 丢 三 落 四

’’这些孩子的智力没有问题%但缺乏学校生活所

要求的纪律$认真$责任等素质%自然感到难以胜任

学习而导致成绩很差#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还有

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家庭结构缺陷%比如父母因不

睦长期分居&父母长期生病无法照顾孩子&父母远

隔两地%孩子由其中一人抚养&父母因犯罪被判刑

入狱等#此外%双职工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

凸显%虽然父母都在身边%但职业压力的增大使父

母陪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特别是父亲与孩子接触

交流的时间更少%不少家庭中父亲在儿童成长中的

作用呈现显著缺失状态#国外研究显示%双职工父

母与单亲父母花在家庭上的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
家庭资源配置的影响#家庭资源可以 影 响 儿

童的学习动机#家庭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为儿童

铺设良好的物理环境%使他们在压力适中$条件优

越的家庭环境中%发展独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增

进学习的愿望和主动性#比如%家庭的藏书量在很

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家庭的学习气氛%也反映了

其他家庭成员对学习的态度%无疑会影响儿童对学

习的兴趣和态度#与一般儿童相比%学习不良儿童

的家庭资源 配 置 有 明 显 差 异%比 如 家 庭 中 很 少 藏

书%父母很少给孩子买适合他们看的书%很少对他

们看电视的时间及节目进行限制%很少过问孩子的

作业或其他学习活动%很少在学习上给予孩子支持

和指导%对孩子的评价多数消极%只挑毛病不看进

步%期望过高或不抱期望%为孩子提供的学习场所

和条件比较差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

样的场景(有的家长电视一开长坐不起%有的通宵

打麻将%有的终日醉醺醺%家里环境嘈杂不堪’’
孩子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学习%这样的父母也

必然成为孩子的活榜样%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从而丧失学习兴趣#
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在现代都市中%同一幢

楼房的居民可能因为互不熟悉而很少往来%孩子没

有其他同龄伙伴可以交流$玩耍%在家庭中也缺少

可以模仿比较的兄弟姐妹%这对儿童的语言$运动

和交往能力的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此

外%现代都 市 中 高 楼 林 立 的 居 民 小 区 虽 然 环 境 优

美%但可供孩子自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过去弹

玻璃球的土地变成了不容践踏的草坪和花坛%过去

踢沙袋和毽子的场所变成了停车场#还有些孩子

因为父母工作繁忙等各种原因从小由祖父母带大%
老人由于体能的原因%较少领孩子外出活动#这种

生活方式使一部分孩子的感觉运动能力尤其是视

G动统合功能出现落后)即视知觉与动作的协调配

合方面出现障碍*#这些孩子容易出现抄错数字$
记不 住 字$听 写 困 难$看 漏 题$竖 式 计 算 中 经 常 出

错%把加号看成减号等等学习问题#一些专家在咨

询中发现%约三分之一学习不良的孩子都伴有视G
动统合功能的落后#视G动统合功能是后天学习

与练习的结果%现代生活方式的种种局限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孩子视G动统合功能的健康发育#
此外%不少实验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 化 水 平

和职业状况对儿童学习不良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与一般儿童相比%学习不良儿童的父母超过半数以

上文化水平较低)以初中或以下为多*%职业层次偏

低)以工人$个体为多*%部分家长对文化知识的价

值和个人成就不太重视%不太关心或无暇关心孩子

的学习问 题!""!%"#而 父 母 的 文 化 水 平 直 接 影 响 其

教养方式#有研究表明%母亲文化程度越低%对子

女的态度越严厉$惩罚越多%而父亲文化程度越高%
越能给子女更多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学习不良儿

童更经常受到父母的指责训骂而又不给指导#因

此%也有研究者提出%智商正常学习困难的儿童%家
庭环境是主要原因%其中父母文化程度与职业最为

相关!@"#
!二"软环境对儿童学习不良的影响

软环境主要指家庭的心理环境#心理 环 境 作

为家庭环境 的 核 心%是 儿 童 个 性 和 社 会 化 发 展 的

+温床,#家庭成员的关系$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

功能等对亲子关系$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师生关

系$行为问题等均有较大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父母教养方式 包 括 父

母的教育态度及一致性程度$期望水平%教育手段

等多个方面%它全方位地影响了亲子关系$自我概

念$师生关系和行为问题#与一般儿童相比%学习

不良儿童更多地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之中%父母在

教养方式上有很大差异!F"!&$"!&&"#父母更多地表现



出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教育方式更加简单"粗暴!
子女从父 母 那 里 得 到 的 情 感 温 暖 与 理 解 也 更 少#
特别是学习不良学生的学业成绩与父母的情感温

暖"理解挂上了钩!这是一般学生所没有经历的!也
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由于孩子的学习不良!父
母$望子成龙%的期望可能成为泡影!因此对孩子的

情感投资相对减少!多代之以惩罚"干涉和拒绝的

教养方式#孩子常无端受到责罚!或直接成为出气

筒#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干涉和惩罚对改善孩子的

学业成绩往往并不奏效!反而适得其反!这不但恶

化了亲子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学习不良!同时对学

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也产生了较大的消极

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自卑心理使得他们

不合群!形成交往退缩!甚至走向以违纪来发泄内

心的自卑和不安的另一个极端!这就使学习不良儿

童的违纪行为显著高于一般儿童#中国的父母历

来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期望!对孩子学业成绩更是关

注#现实生活中!有的家长过分娇惯孩子!导致孩

子任 性"娇 气"懒 于 动 脑!在 学 业 上 与 父 母 讨 价 还

价&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高!逼迫智力一般的

孩子同时学习过多的技能!使孩子产生极度的厌学

和焦虑情 绪&有 的 家 长 则 本 着$不 打 不 成 才%的 原

则!对孩子 学 习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采 取 粗 暴 的 责 打 方

式!导致孩子从内心里痛恨学习&有的家长总是为

孩子的一切担心着急!总是指责孩子的所作所为!
使孩子无所适从而自我怀疑!形成焦虑"抑郁的人

格特点!走向过分依赖或极度逆反的两种极端#
研究还发现’&#(’&!(!学 习 不 良 儿 童 的 父 母 在 了

解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不良表现后!往往会给予

孩子一种全面的消极评价#我们知道!由于父母与

儿童的亲子关系及儿童在生活学习中对父母的依

赖性!父母的评价通常是孩子评价是非好坏的一个

重要依据!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更是对他人

的评价和态度极为敏感!父母的消极态度和评价!
直接 影 响 了 儿 童 对 自 己 的 体 貌"能 力"个 性"价 值

观"道德水平以及与人交往的价值感和自信心等多

方面的理解和评价!其结果是接纳或拒绝自己#研

究证明!学习不良学生对父母评价的认识比一般学

生更为消极!他们认为自己的学业能力"一般自我"
非学业方面的表现甚至自己的外貌在父母看来都

极差!表现出以偏概全的倾向#这意味着他们往往

会错误地理解社会性暗示!更容易受不良信息的影

响!从而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家庭成员关系的影响#与一般儿童相比!学习

不良儿童 更 多 地 生 活 在 父 母 关 系 紧 张 的 家 庭 中#

大量事实表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气氛对

儿童的学习有着极大的影响#父母关系不和!经常

吵闹"打架"互相谩骂"不尊重对方))不但会让孩

子产生严重的紧张情绪!而且会破坏孩子内心对他

人"对世界的美好感受!成天神思恍惚!情绪低落!
无法安心学习#亲子关系紧张!显然也不利于孩子

学习#父母对孩子过分严厉!经常批评打骂孩子!
易使孩子产生胆怯"自卑及强烈的逆反心理!而一

些孩子天生的顽拗任性也令家长头痛万分!动辄采

取粗暴的管教方式#长此以往!父母对孩子失去信

心!孩子会痛恨学习"痛恨父母!同时也会对自己失

去信心而自暴自弃#
家庭功能的影响#国外相关研究认为*$家 庭

功能作为除学校外影响学生学习最突出的环境因

素!对学校教 育 的 效 果 起 加 强 或 抵 消 的 作 用#%’&A(

H<H0736.的家庭功能模式理论认为!家庭的基本

功能包括六个方面!即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分工"
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有研究发现’&B(!
学习不良儿童的家庭功能在六个维度及总分上都

比一般儿童的差!差异非常显著#比如在沟通上!
亲子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父母甚至不知道孩子的

爱好和交友情况#究其原因!主观上是父母的$家

庭等级观念%!认为孩子无权与自己平等地对话!更
无权指出父 母 的 错 误!客 观 上 是 父 母 过 于 繁 忙 所

致&在情感反应上!家庭成员之间常常缺少应有的

情感反应!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挫折!如考试不好"上
课听不懂!回到家里非但得不到理解和鼓励!反而

遭受痛斥!使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在角

色分工上!不少父母常犯$角色固着%的毛病!回到

家继续当$领导%高高在上!当$教师%诲人不倦!或

者乐此不疲于保姆"教练"监工"纠察"侦探"审判官

等孩子反感的角色&在行为控制方式上通常是不健

康的!家规或者混乱+时重时轻,!或者放任!或者过

分刻板!有的甚至可谓残忍!最终导致孩子严重的

心理和行为问题#

!!二、改善学习不良儿童家庭环境的一些

建议

!!!一"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积极关注

成功的家庭教育应该使孩子感受到父母无条

件的关注和爱!才能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这就是

人本主义心 理 学 家 罗 杰 斯 提 倡 的$无 条 件 积 极 关

注%!父母也许不满意孩子的某些表现!但应该$就

事论事%!让孩子知道无论自己怎么样!学习好或不

好!都是被接受"被爱"被引以为荣的#这 样!孩 子



才能自由地把错误和弱点纳入到自我概念当中!接
受虽不完美 但 完 整 的 自 己!成 为 一 个 心 理 和 谐 的

人"因此!学习不良儿童的父母必须要打破孩子的

学业表现与自己的情感温暖之间的不良联系"在

孩子学习不 良 发 生 后!一 如 既 往 地 对 孩 子 采 取 理

解#接 纳#鼓 励 和 关 爱 的 态 度!保 持 合 乎 实 际 的 期

望!帮 助 子 女 树 立 起 信 心!使 其 独 立 自 信#勇 于 社

交#为同伴所接受"如果父母继续采用打骂#责罚

等错误的教育方式!只会导致孩子的问题行为和心

理障碍不断增加!学习更加困难!陷入恶性循环"
!二"创造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

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亲子

关系是否真正融洽"成功的父母应当以孩子为主

体!积极发现孩子的长处和潜能!做到$顺其所思!
同其所感%与其所需!引其所动%投其所好!扬其所

长%助其所为!促其所成&!而不是一味地溺爱纵容#
放任自流#拒绝冷漠!或者简单粗暴"学习不良儿

童的家庭更应当想方设法消除家庭内部的隔阂!在
良好的父母关系基础上!重建一种和谐#融洽的亲

子关系!创造一个沟通良好!和谐共处#互勉共励的

家庭心理环境"当孩子愿意对父母无话不谈时!自
然会引父母为知己!接受父母的指导和建议!主动

请教一切他想知道的东西"此外!父母还应当调整

自己不切实际的期望水平!对孩子的学习进行合理

监控!给予热情的支持和指导!不过分干涉其活动

自由!并保持与教师的密切联系!帮助孩子制订适

当的学习内容和计划!在学习过程中关注孩子的情

感反应!对其进行较多的积极评价和鼓励!绝不可

对其放任自流"
!三"改善家庭功能#明确角色定位

改善家庭功能的任务能否完成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父母 在 家 庭 中 示 范 作 用 和 角 色 定 位 的 准 确"
在家庭中!父母不但是孩子身心成长和成熟的引领

者!更是孩子立身做人的榜样"但无论如何!父母

必须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就是孩子的父母!而不是

领导#教师或监工等别的角色"学习不良儿童的父

母应当充分促进家庭中的情感交流!建立一个与孩

子平等对话的良好氛围!抽出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共

同活动!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喜好!熟悉孩子的交往

圈子%制订一个明确且有弹性的家庭规则!有意识

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孩子的榜样和示范%并在条

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力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良好的

学习环境和条件"
!四"与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在家庭教 育 中!并 不 是 只 有 孩 子 单 方 面 受 教

育!父母更应该先受教育!并且孩子与父母之间还

有相互学习和教育的关系"这就要求父母树立终

身教育观念!不断更新知识和观念!与孩子共同学

习!共同成长"这不仅可以营造出一个充满书香的

家庭学习氛围!自然而然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教育素质"此外!借助电视的

教育频道和心理访谈节目#因特网上的教育科学知

识等家庭资源也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的"有条件

的父母还可以多看一些有关儿童教育和心理方面

的书籍!向专家和专业工作者咨询请教!也有助于

提高父母的教育素质"
!五"采取各种措施#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长期不在孩子身边的父母要特别关注孩子尤

其是青春期子女的心理健康!不要因为工作繁忙而

推脱自己的教育职责!如果实在无法把孩子带在身

边!也应托付给有经验和责任心强的人!并且经常

与孩子及代养人保持联系与沟通"离异家庭的父

母更应该关注孩子的感受和心理行为表现"研究

表明!学龄期的儿童倾向于将父母离异的原因归咎

于自身!青春期的少年则更容易从父母离异的经历

中吸取关于婚姻感情的负面信息!这无疑将影响离

异家庭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成绩"父母应当找

适当的时机和方式与孩子做坦诚的交流!并且妥善

安排好孩子的教育和抚养问题!尽可能地减小对孩

子的影响和伤害"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父母为了

避免孩子可能出现的学习能力落后!要多领孩子出

去接触大自然和其他孩子!并且有意识地培养孩子

的各种学习能力!比如多让孩子做手工!多练习画

画!进行球类锻炼!提高手G眼协调能力等"
此外!有些家长特别是那些文化程度 不 高#职

业层次比较低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不良和行为表

现较不敏感!也较少关注!这往往给孩子的健康发

展造成无可挽回的遗憾"其实!学前和小学低年级

是培养学习能力的最佳时期!也是矫治学习不良的

黄金时期"因此!家长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孩子

’尤其到幼 儿 园 的 中 班 以 上(!经 常 与 老 师 保 持 联

系!如果发现孩子在认字#学儿歌或做手工等活动

中注意力难以集中!经常搞小动作#破坏纪律或不

知遵守集体活动规则等!就要提高警惕!最好的办

法就是对孩子进行学习能力测查"

!!三、未来研究展望

综合近&B年关于儿童学习不良的研 究 文 献!
笔者发现有几个特点)一是实验研究占多!对策研

究较少!尤其是对学习不良儿童纠治效果的跟踪对



比研究较少!二是与国外的对比研究"特别是对家

庭教养方式上的中西文化差异研究较少!三是对中

国文化传统对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较

少!四是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家庭结构#功能以

及人们教育观念#生活方式等也在发生剧烈变化"
而家庭因素对学习不良儿童影响的纵向对比研究

至今较少$这几个方面在未来的研究中都值得引

起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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