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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孩子厌学，钥匙在父母和老师手里    所谓厌学，是指中小学生对学习产生厌恶、反感、无所谓的一种
心理倾向，主要表现为孩子不愿意、害怕去学校上课；常常以各种借口请假不上学，或无故旷课；即
使到校上课，也是人在教室心不在焉；严重的甚至会离家出走、流落社会。
    中小学生厌学已经成为当今严重的教育问题。
要想改变它，就必须探究其成因，各个击破。
本书的出版，就是要试图探讨并解决这个问题。
    厌学是一种普遍现象    毫不夸张地说，厌学在当今中小学生中已经非常普遍。
    2007年3月开学后，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热线接到的咨询电话中，90％以上是关于厌学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组织的全国中小学生大型调查表明，因为“喜欢学习”而上
学的小学生只有8.4％，初中生10.7％，高中生4.3％；他们认为，最有效（能考高分）的学习方式依次
是上课听讲、做作业；而他们最喜欢的学习方式则依次是做实验、用电脑、读课外书。
    上述教和学的矛盾，课程设置与孩子兴趣的矛盾，是造成厌学的最主要原因。
这表明，厌学的主要责任不在于孩子，而在于中小学教育教学本身。
    厌学是一种心理障碍    厌学是中小学生一项最具危险性的心理障碍，不可等闲视之。
从心理学角度看，厌学是消极对待学习的一种行为反应模式，表现为对学习认识存在偏差，情感上消
极对待，行动上主动远离；学习目的不明确，对学习缺乏兴趣；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能完成作业，害
怕考试；恨书、恨老师、恨学校，旷课逃学；严重的甚至一听到学习就会恶心、头痛、脾气暴躁、情
绪反常。
    靠发火不能解决厌学问题    厌学的原因多种多样，对策也是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
：父母和老师不可能仅仅凭唠叨、逼迫、威胁、惩罚，就能把“厌学”变成“爱学”。
因为孩子年纪尚小，还不具备内省条件。
    中小学生学习兴趣的淡薄，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求知欲和最终成绩。
教育是一门“根雕艺术”，而不是“压模技术”。
父母和老师如果硬要把孩子压铸成不适合他们的角色，只会激怒自己，强化孩子的厌学情绪。
    解决厌学的出路在孩子的自我教育    父母和老师必须明白，孩子的无组织性，只是懒散毛病和不成
熟的表现，并不是反抗或有意不从。
一方面，成人要把孩子当做独立个体来尊重；另一方面，要尽力帮助孩子适应学校，热爱学习，永远
不失信心。
    解决厌学的根本对策在于孩子的自我教育。
也就是说，要让孩子培养起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学习中体会到快乐。
    本书从各种各样的厌学因素中，仔细遴选26个最关键的因素，逐个解剖、分析，帮助父母和老师用
最少的时间、最少的口舌，引领孩子从厌学走向好学、乐学、善学，并分享孩子的成长和快乐。
    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的厌学原因都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才能收到实效。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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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2-18岁，帮助孩子对厌学说“不”》由严行方编著。

解决厌学的根本对策在于孩子的自我教育。
也就是说，要让孩子培养起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学习中体会到快乐。

《12-18岁，帮助孩子对厌学说“不”》从各种各样的厌学因素中，仔细遴选26个最关键的因素，逐个
解剖、分析，帮助父母和老师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口舌，引领孩子从厌学走向好学、乐学、善学，
并分享孩子的成长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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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行方，家庭教育研究专家。
主要家教图书有《富孩子，穷孩子》《从从容容做父母》《打开学生智慧之门》《高分一定有方法》
《厌学一定有对策》《放心让孩子用电脑》《作业太多有妙计》《我家孩子不任性：儿童自制力训
练80法》等2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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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孩子不迁就、不放任
 正确对孩子撒手的办法
第4节 强迫性厌学
 释放孩子的自然天赋
 孩子的学习热情可以培养
 支持孩子的合理休闲
 注重学习过程胜过考试成绩
 用“根雕艺术”代替“压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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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乏味性厌学
 学习乏味与否是相对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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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嘲笑性厌学
 弄清孩子为什么嘲笑别人
 不能忽视嘲笑给孩子带来的危害
 让孩子学会不嘲笑别人
 让孩子学会面对嘲笑
 让孩子学会自我解嘲
第4节 伤害性厌学
 小心呵护孩子的自尊心
 不能抓住问题孩子的缺点不放
 注意用好“暗示原则”
 避免使用冷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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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敌对性厌学
 挖掘孩子身上的闪光点
 创设宽松的家庭环境
 惩戒并不等于打骂
 学习不是苦役
 消除敌对情绪是消除厌学情绪的关键
 第4章 自身篇——强大内心使学习之路更畅通
第1节 孤独性厌学
 让孩子生活在朋友中
 融洽校内人际关系
 避免孩子形单影只的办法
 帮助孩子在课堂上营造活跃气氛
 让孩子有成功体验
第2节 自卑性厌学
 抛掉不正确的家教观念
 加强孩子的非智力因素培养
 让孩子从内心肯定自己
 让孩子重新认识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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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的孩子容易抑郁
第4节 过敏性厌学
 帮助孩子克服个性弱点
 抑阻消沉，脱敏治疗
 心理安慰，调整情绪
 注意潜意识的条件反射
 别碰那根容易搭错的筋
第5节 偏执性厌学
 不给偏执创造条件
 赏识教育的过度效应
 厌学痴迷心态的应对策略
 目标延迟与情绪泛化
 精神刺激与心理障碍
第6节 病痛性厌学
 强身健体有利于学习精神倍增
 培养孩子的坚强性格
 理性对待孩子“考试得病”现象
 孩子装病怎么办
 谨防精神性疾病侵袭
 第5章 社会篇——远大理想是各种诱惑的防火墙
第1节 环境性厌学
 调节孩子的成长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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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家庭教育环境
 营造学校学习氛围
 帮助孩子适应学校生活
 孩子的“生态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第2节 网瘾性厌学
 为什么网瘾偏爱中国孩子
 网络成瘾的表现和治疗方法
 不要随意给孩子戴网瘾“帽子”
 克服网瘾关键在亲子沟通
 父母对网瘾孩子不能丧失控制枳
第3节 早恋性厌学
 弄清早恋流行的原因
 满足孩子的“皮肤饥饿”
 少用“热炉法则”，多用“刺猬原则”
 防止孩子跌入性陷阱
 解铃还需系铃人
第4节 闯荡性厌学
 了解特点才利于有效引导
 有理想的孩子不会迷路
 让孩子正视现实
 预防针要提前打
 父母要不怕反复，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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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典案例】    天津女孩刘星从小就特别喜欢学习。
中考时，她以几分之差与一流学校无缘，进入了一所二流重点高中。
    整个暑假里，刘星都在反复检讨自己，自我诊断是自己对学习还不够努力。
她发现和自己最要好的一位女生，之所以能考上一流学校的重点班，就是因为能保证所有时间都在看
书。
即使在课间休息时，其他同学说话声音响一点儿，她都会毫不客气地提醒他们：“请勿打扰！
”    读高一时，刘星顺利地度过了适应期，学习成绩好，人际关系也不错。
暑假分班时，她认真研究了学校设立高二理科实验班的政策，坚信自己肯定能进入。
遗憾的是，开学之初，她被分到了普通班。
为此她大哭了两天，恳求爸爸找关系帮她进重点班，但没有成功。
    刘星第一次觉得，家庭很难给予她所期待的帮助。
自己一定要成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父母将来有一个安稳的晚年生活。
    为此，刘星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除了读书，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她说，她每次吃饭只用10分钟，即使这样，还会为自己“浪费”了这10分钟感到内疚，事后一定会把
这10分钟补回来用在学习上。
    令刘星恼火的是，她的同桌爱说爱笑，害得她无心念书，期中考试没能考进前10名。
她找到班主任，要求换一个内向的、爱学习的同桌。
班主任说：“我正在考虑全班座位大调整，就请你草拟一个方案吧。
”    刘星的换座方案出台后，引发了全班的轩然大波，大家纷纷认为她这是要拆散所有和谐相处的同
桌。
于是，她成了全班“公敌”。
    在这种情况下，刘星的情绪糟透了，思想开始处于一种强烈的混乱状况，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读书
。
在接下来的一次考试中，她的名次落到了30多名。
于是，她产生了强烈的厌学情绪，坚决要求转学。
    心理医生建议刘星调整一下情绪试试看。
她试着这样做了，猛然间发现原来同学们对她都很友善。
刘星很快又回到了学习状态。
    天才性厌学：指发生在那些勤奋、好学、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并甘愿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的中小学生
身上的厌学行为。
    天才性是天才人物所特有的气质，包括毅力、勤奋、人迷、忘我等。
一个人最优秀的品质，不仅仅在于智力，更在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任何有成就的人都是通过努力奋斗、工作，从而赢得命运之神垂青的。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志向越是高远的人，遇到的困难也越大。
具体到中小学生来说，他们同样会因此产生厌学情绪，虽然其表现方式、结果都可能会与学困性厌学
有所不同。
    天才性厌学的根源在于应试教育体制。
中小学校多年来一直以升学率考核教师，教师又以升学率考核学生，这样就导致这种现象：孩子考试
成绩好就会赢得褒奖和鼓励，孩子考试成绩差则会受到批评与漠视。
    虽然总体来说天才性学生学习成绩突出，可是以考试成绩排名，除了前几名，其他学生的自尊心和
自信心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而即使是第一名的孩子，内心也往往是诚惶诚恐，因为如果下次名
次跌落了，会受到父母和老师的批评，而谁都无法保证永远会是第一名。
因此，成绩好的孩子背负着更大的精神压力，从而导致厌学。
    针对天才性厌学，父母和老师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体谅好学生的苦恼·    所谓好学生是相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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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
而且即使是好学生，也不能保证次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所以，父母和老师非常有必要体谅好学生的苦恼，这对减轻天才性厌学情绪很有帮助。
    在这方面，父母主要关注以下三点：    对孩子保持一种平和心态    随着年级的增长，学习难度也在
加大，孩子要保持学习成绩不下降，唯一的办法是必须加倍努力。
然而，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学习成绩上下波动也是很正常的。
    父母如果能保持一种平和心态，不因为一时的得失而苛求孩子，孩子才会对学习感到有信心，才不
至于产生厌学情绪。
    细心察觉孩子的厌学情绪    要细心察觉孩子的厌学情绪，因为即使是好学生，也并没有父母和老师
想象得那么快乐。
    有个中学生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可是她从大年初七开始，每天都要在家里不断地擦拭厕所，几乎把
马桶的釉面都要擦破了，最长的一次竟然擦了40分钟。
父母好奇地问她，她解释说，马上就要开学了，她担心学校里的厕所不干净，所以就忍不住要擦厕所
。
心理医生认为，这个孩子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于厌学导致的一个心理过程，其实质是在无意
识中寻找借口逃避上学。
    诱导孩子宣泄消极情绪    当孩子心中有了厌学情绪后，父母应诱导他们充分宣泄包括厌学情绪在内
的各种消极情绪，不断给予鼓励、理解。
    有一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不过这是他每天学习到深夜的代价换来的。
可是即使这么努力，有一次他的考试成绩还是有所退步，心里觉得很烦躁，经常说头疼、难受、不想
上学。
    针对这种厌学情绪，父母就要为孩子重新制订学习计划了，晚上的复习重点主要是针对当天老师讲
解的内容进行整理、复习。
当觉得学习效率不高时，让他用凉水去洗洗脸，打开窗户透透气，休息一下换做另一门功课，或者干
脆休息一晚上。
    P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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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2-18岁，帮助孩子对厌学说“不”》由严行方编著。
    厌学是什么？
厌学是学生对学习的负面情绪表现，从心理学角度讲，厌学症是指学生消极对待学习活动的行为反应
模式。
    孩子厌学会怎样？
不愿意、害怕去学校上课；常常以各种借口请假不上学，或无故旷课；即使到校上课，也是人在教室
心不在焉；严重的甚至会以死相逼不肯上学、流落社会。
    如果孩子厌学，父母应该怎么办？
找到原因，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帮助孩子克服厌学这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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