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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习困难生的心理问题成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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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校学习困难生心理问题的表现及成因多种多样，针对这些不同

的表现形式，提出了转化大学学习困难生学习心理障碍的几条对策，教师在进行

教育工作时应综合运用不同的对策，方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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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学生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学习困难的学生。目前教育界

对学习困难生的定义有两种主流概念：一种叫学习障碍，另一种叫学业不良。学

习障碍更多的存在于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使得学

生在聆听、说话、阅读、书写和推理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困难。相比较而言，

高校学习困难生往往表现为学业不良，即感官和智力正常，但学习成绩低于智力

潜能的期望水平，远未到教学目标要求的学生。近年来，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突飞

猛进，高等教育也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有的大学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加上诸多的实际问题，高校中的学习困难生越来越多。如何改变学习困难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使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生

力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表现及成因分析  

  1、缺乏自信心，有较强的自卑感  

  近年来高考招生制度有了一些改进，但高考这根指挥棒仍然高悬在每个中学

生的头上。高中生提前透支着精力，期待着能考上名牌院校，并以此作为评价自

己是否成功的依据。可毕竟考上名牌院校的学生寥寥无几，大多数仍是考上一般

院校，甚至不是自己愿学的专业。经过高考的洗礼，他们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

带着无可奈何的失望和失败的惆怅走进了大学校门。“我不行”、“我不如人”

的自卑感从一进大学就在部分学生中根深蒂固地种下。在现今流行“唯知论”的

时代，由于学习成绩低而受到家长、教师、同学的另眼看待，造成他们长期受压

抑的情形，使其学习缺乏自信心。  

  2、没有奋斗目标，得过且过  

  部分学生上大学后缺乏在高中时的学习动力。在高中时学习就是为了能考上

大学，而考上大学后不知为什么而学习，失去了奋斗目标，内心感到十分空虚。

有些学生一踏入大学就无法摆正大学几年在自己一生中的地位，一进大学就以为

万事大吉，混日子、混文凭，吃喝玩乐，得过且过。心态没有好好调整，缺乏积

极的学习态度，学习缺乏上进心，缺乏应有的自我约束力，容易受外界影响。在

这样的学习心态之下，部分学生将滑向学习困难生的行列。  

  3、精神不振作，消沉忧郁，产生严重的学习心理障碍 

大学教学不同于基础教学，一般大学采用的大班教学使教师对学生更多的是疏远、漠然、不

认识、不了解。“一把尺子量到底”致使一些学生失去学习的乐趣、教师的关爱和班集体的温

暖。原本令人艳羡的尖子生，突然发现中学时那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心理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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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中产生一种失落感。由于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心态失衡又不能很好的调整，长时间苦闷压

抑，以至影响学习。久而久之，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疾病及相应的反

常表现：如自卑自贱、自暴自弃、一蹶不振；受委屈受迫害的多疑症；在众人面前矫揉造作

故作姿态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所以，学习困难生所引发的一系列不良行为，与有些教师对学

生缺乏爱心不无关系。  
  4、自暴自弃、不求上进、不知学什么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迅速扩容，大学生不再像过去那么稀罕，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再显

赫，甚至不少专业出现人才过剩现象，就业越来越难，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因对自身和前途

的不确定性和担忧心理，大学生的学习带有明显的焦虑性特点。再者，目前社会风气尚未得

到彻底改变，学习差的学生只要家庭有办法仍能进入好学校攻读热门专业，毕业之后仍能进

入好单位，享受舒适的工作和较高的工资。这种现象对那些来自农村以及城市贫困家庭常常

为学费忧愁的学子来说，尤其会产生一种消极的负面作用，抵消他们的上进心，使他们中的

一部分人产生消极遁世的厌学思想，进而沦落到学习困难生行列。  
  5、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  
  学习困难生由于长期处在被人瞧不起的地位，常听到的是指责和不满，常看到的是一种

歧视的眼光。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同样，学习困难生也有着极强的自尊心，数次的闪光被忽

视，数次的努力不能得到认可，渐渐生成自暴自弃的心态，认为反正我无论怎样做，也不会

受到赞赏，既然如此，破罐子破摔，放任自流，不想再闪光，不想再努力，最终导致学业无

成。  
  二、高校学习困难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1、新生入学心理辅导，时刻保持自信心，防止落入学习困难生队伍  
  有的同学高考发挥不好，考入不是自己心仪的高校，总觉得低人一等；有的同学入校后

发现，在原来学习生活的小圈子里自己是尖子，但大学里比自己优秀的大有人在，原来的优

越感一下子没了，甚至陷入技不如人的自卑中。入学伊始就遭遇这样的心理压力，大学学习

带给他的第一印象可想而知。教师要经常开导学生，让其积极的进行心态调整，要使其明白

既然大家坐到了同一个教室里，就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入学成绩只能说明过去，没必要

为过去自得或是自卑。尽早做好思想准备，就能较好地、顺利地度过这一阶段，少走弯路，

减少心理压力，促进学业成绩的提高。  
  2、消除自卑的心理障碍，迈出前进的步伐，这是学习困难生心理转化工作的最佳切入

点  
  许多学习困难生对学习上的失败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深处埋

藏着沉重的自卑感。帮助学习困难生摆脱自卑感，树立自信心，首先应讲明道理，使其明白

只要自信、自强，学习方法得当、刻苦努力，就一定能赶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

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一无是处的。学习困难生也有“长处”，有“闪光点”。学习困难生转化过

程，就是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不断扩大的过程。在学习生活中，班主任和辅导员应该帮助学

习困难生确定今日的“自己”为一个合适的参照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不妨让其自问：我

比以前进步了吗？有哪些收获？只要努力不停止，只要每天都在成长就够了。  
  3、对学习困难生应抱有积极的信任与期待心理，加强人生奋斗目标的思想教育 
信任是一剂最好的良药。心理学研究表明，信任、期待的情感可以使人产生一种“意向效应”，
给人一种“器重”的暗示，能增强人的自信心。学习困难生比优等生更需要教师的信任。教师

的信任是对学习困难生人格的尊重，它会变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提高他们的抗挫力，恢复他

们上进的勇气和毅力。有些教师对学习困难生怀有一种偏见的心理，在平时的工作中说话时

常常流露出对这些学生的厌恶和不信任情绪，这种对学习困难生的不信任情绪，无疑会雪上

加霜，使学习困难生产生悲观心理，从而破罐子破摔。教师应该以信任为原则，在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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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应多调查，了解真实情况，让学习困难生感到教师可信。  
  多给学习困难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获得成功喜悦的机会，满足学习困难生的自尊心。新

一代的大学生崇尚的是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成为比尔•盖兹那样的人物是他们的梦想。

马斯洛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需要所引起，而需要又是分层次的。在满足了生理、安全

等基本需要后，每个人的心理上都有尊重的需要。对大学生来说，尊重的需要尤其强烈，学

习困难生也不例外。教师应充分理解他们这种愿望和心理，耐心聆听，设身处地感受学生的

处境，仔细分析和寻找学生学习困难的真正所在；因人而异，按照“有盼头”的原则，帮助学

生制定适宜的目标，取得成功。  
  4、给予学习困难生真挚的师爱, 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取得进步  
  教师既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也是学生集体的领导者和学生心理卫生的保健者，教师应

该关心所有学生和学生的一切，对学习困难生更应倾注更多的爱。造成大学生学习成绩差的

心理原因很多，有的是因迷恋网络游戏而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有的是因家庭因素而落后的，

当然也有个别老师教育方法不当而造成的学习困难。无论那一种原因造成的，教师都要抱着

高度的责任心对待他们。对学习困难生进行批评教育时少一点“劣性刺激”，多一点关心理解、

爱护和帮助，使学习困难生保有那份自尊心，从而在教师的激励下树立自信心，促使他们自

信、自强、乐观向上。一方面要给他们以充分尊重、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要根据他们不同

的心理特点，以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个别心理指导，使他们走出误区。另外，教师应及

时地给他们补习辅导，鼓起他们前进的风帆，或者适当降低教学目标，让他们获得成功的喜

悦。这样才会使学习困难生慢慢地学会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成绩。学习困难生从中得

到喜悦和成功，就会逐渐摆脱自卑感，树立自信心，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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