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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问题学生的界定来确定来定义什么是问题学生,从家庭,学校,社会,学生这四个方面研究初中阶段问题学

生的成因,通过对初中阶段问题学生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问题学生的几点转化策略,主要是从教师和学校的角度提出了几点转化

的策略和在教师对问题学生进行引导和转化的时候学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转化；问题学生；策略 

 

1 问题学生产生的因素 

霍姆林斯基曾今说过：“从我手里经过的学生成千上万,

奇怪的是,留给我影响最深的并不是无可挑剔的模范生,而

是别具特点、与众不同的孩子。”因此在讨论问题学生的成

因及其在转化策略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对问题学生的概念

进行界定。 

通过阅读了多篇的期刊文献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从

以下几个方面对问题学生进行了概念的界定：从问题学生的

普遍特征方面来讲,学生在身心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某些身体

或心理方面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引发的外在问题表现的学生

定义为问题学生；从问题学生的社会性特征来讲,学生在自

我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与社会需求不对等的错位的矛盾也

定义为问题学生；从问题学生的发展性特征来讲,问题学生

的身心发展问题会随着年龄阶段的变化产生或者消亡,亦或

是伴随学生终身的身心发展,这是个体发展过程当中必定出

现的,因此衡量“问题学生”的标准应该具有发展性(王

永,2002：12-18)。从这三个方面对问题学生的定义我们可

以看书问题学生的形成不是单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形成的,他

是有复杂的方方面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问题学生的

产生。初中阶段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黄金时期,学生在这个

时期经历着身体各个机能的迅速发展,由此也导致心理特征

的极大变化。这个时期的学生个人的主体意识加强,自尊心

强,好奇心强,更加渴望得到老师,朋友,异性的关注和赞赏,

但同时有兼具自卑,害羞等许多与之矛盾的心理特征。如果

学生在这个阶段的心理期待得不到回应就会导致学生的问

题行为产生或者就是问题学生的产生。因此,研究初中阶段

问题学生的成因我们一定要结合学生在这个阶段的心理变

化进行分析。通过阅读资料以及结合自己的分析我总结出了

初中阶段问题学生的以下几点成因：社会因素、学校因素、

家庭因素、自身因素。 

1.1社会因素 

班杜拉认为环境与个体的影响是双向的。人总是处在一

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环境之外,所以社会

环境是造成“问题学生”因素之一(雷展周,2003：26-31)。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不良的社会价值观也日嚣尘

上,这些不良的社会价值观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了初中阶段

的学生的人生价值观的构建。其次,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

迅速发展,各国文化的传播也导致一些消极的文化观念被带

到中国,初中阶段的学生在这个阶段没有对文化的辨识能力,

一味的吸收从而迷失了自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行为和观

念。最后,现代科技的发展让学生在各种移动终端上发现世

界了解世界的同时也带给它们各种各样负面的影响,沉迷于

电脑游戏,手机游戏,网络恋情,暴力恐怖,这些消极因素严

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吞噬着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学

生甚至出现了极端自我中心,逃避现实,逃避社会责任,漠视

社会道德、法律、规则。 

1.2学校因素 

第一点,由于中国高考制度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学校教

育以应试教育为主,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机制阻碍了学

生的全面发展,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难以实施,主观能动性不

断削弱,这种环境下的学习常常表现为消极抵抗型。因此产

生了一大批问题学生。第二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贫困

落后,初中阶段的教师资源比较贫乏,教师专业知识,文化素

养和道德素养不足,导致了对学生的各种言语攻击和人身体

罚或者对学生漠不关心,不能给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确立时期

的初中学生给与指导,甚至给学生带来各种不良影响(夏祖

瑞,2001：11-15)。第三点,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枯燥,手段

单一乏味,学生对学习丧失兴趣。第四点,现繁重的课业压力

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造成越来越多的“问题学生”。 

1.3家庭因素 

家庭是孩子成长发展的第一个学校,不同的家庭环境导

致不同的教育效果。下面就列举几种问题家庭所导致的问题

学生：核心家庭所带来的教育问题是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独

生子女表现最明显的特诊为以自我为中心,抗挫能力差、生活

自理能力差；不完整家庭中,有的内向、冷漠、任性、偏激,

有的孤僻、自卑、嫉妒、多疑,有的性情暴躁、厌学、反叛,

有的自信心不足、缺乏上进心；绝对权威型家庭要求孩子

绝对服从父母意志,强调父母权威,控制孩子行为,态度粗

暴；娇惯溺爱型家庭以孩子为中心,无限制、无原则满足孩

子的要求,过分迁就、保护；忽视冷漠型家庭给予孩子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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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爱并进行较少限制,采取不管不问、放任自流,与孩子缺

少感情交流；贫困家庭则由于家庭物质条件不足导致孩子或

者过度自卑,偏执、嫉妒等不良心理,或者消极厌学、过早走

向社会；留守儿童家庭学生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与陪伴难以

确立正常的安全感,在青少年时期表现为消极厌学甚至参与

偷窃、赌博等犯罪活动。 

1.4自身因素 

学生自身因素也是导致问题学生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些

因素中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智力水平偏低的学生,虽然他

们平时也非常努力但是由于自身智力水平的限制无法取得

优秀的学习成绩,常此以往对学习失去信心,从而导致问题

行为的产生；人格心理方面有一些不足的学生,性格先天胆

怯懦弱,并且在后天也没有得到有效地改善的学生也会在初

中阶段产生问题行为(杨俊芬,2003：68-71)。 

2 “问题学生”的教育与转化 

“问题学生”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对“问题学生”教育

转化任务的艰巨性,但对“问题学生”的教育是有规律的,

我认为关键是要抓住“问题学生”品德行为偏常产生的原因,

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毕翠菊,2004：9-12)。 

2.1思想上要高度重视“问题学生”的教育转化工作 

作为教师,在思想上应该高度重视“问题学生”的思想

转化工作。首先问题学生的转化工作直接关系到素质教育要

面向全体学生这个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我们的学校教育能否

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其次,问题学生的

转化工作也会直接影响到一个班级的班风,一个年级的学生

工作,乃至整个学校的健康向上积极良好的风气的形成。因

此,我们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和思考这一问题,才能

不断克服“问题学生”教育转化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增强

做好此项工作的自觉性,勇敢地担当起对“问题学生”教育

转化的历史责任。 

2.2引导“问题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问题学生”大多不愿意接受正面的思想教育,甚至是

间接或直接的抵触学校的教育,但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必

须恪守教书育人的职责,关爱学生包括那些我们称为的“问

题学生”,积极地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分析研究问题学生产生的根源,

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他们走向正确的人

生道路,让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充满信心和力量。只有这样

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和转化工作才能真正起到实效。 

2.3与“问题学生”展开平等的人格对话 

作为教师来说,我们要始终树立和学生平等对话的教育

教学理念。所谓“良师益友”就是说一个优秀的老师他必定

是能够做学生的朋友,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对话渠道,尊重学

生的人格,把“问题学生”和其他学生平等的对待.用教师的

人格力量影响学生,启发诱导,让“问题学生”逐渐解决其存

在的问题。 

2.4选好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在问题学生的转化方面我们必须找准时机把握方法,从

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有些学生经常喜欢在课堂上

玩笑打闹,希望获得关注或者善于表现自我。这类学生其实

是想获得学生和老师的关注但是却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发

挥自我的特长,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师应该尽可能的给学生

提供机会让他们在正确的平台上施展才华,获得自信从而实

现问题学生的逐步转化。 

2.5时刻注意发现“问题学生”的细微变化 

教师应该运用多种方法“激励”问题学生,时刻注意发

现“问题学生”的进步,给予及时的肯定,使这些学生感到老

师的关心与爱护,与老师之间形成信任关系,有问题愿意与

老师沟通和交流,老师也可以由此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

对症下药。 

2.6紧跟时代发展,努力提高自身的素养 

作为教师,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紧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充实自身知识储备,加强思想知识体系构建,把更多的

新知识新理念传播给学生,用新时代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念影响“问题学生”,转化“问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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