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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扫描二维码，加入“教子有方”微信群，
将您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烦恼告诉我们，我们将
在本报“教子有方”栏目中，就最热门、读者最关心
的问题，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或资深教育界人士
进行探讨，答疑解惑，给出意见和建议。

本报记者 高松 见习记者 王晓君整理

孩子没学习动力怎么办？
专家建议：修复亲子关系，多换位思考

家长“一陆向西”：我儿子今年读初一了，成绩一向不好，学习缺乏动力、厌
学，放学回家从不主动复习功课，喜欢玩手机游戏，我多次劝告和教育，甚至打
教，效果不佳，并且感觉他是多动症，注意力难集中，真苦恼不知如何教育。

珠海市帮达心理咨询
有限公司首席心理专家曹
泽能：

家长您好，您提的问题
有三处关健点。

一是“成绩一向不好”，
原因可能有：

学习兴趣不大。从教
育心理学角度分析，学习兴
趣是求知的内在力量，是对
学习的一种积极的认知倾
向与情绪状态。其发展阶
段，从“有趣”初始，中间形
成“兴趣”，最后往“志趣”发
展。说得具体点，就是孩子
对生活某方面好奇、好玩、
自得其乐。哪怕一块石头，
他 也 玩 得 不 亦 乐 乎 ，或 观
察，或敲打，或丢来丢去，甚
至用嘴巴来咬它。如果家
长 认 为 石 头 不 干 净 、不 安
全，简单粗糙地制止，就戛
然破坏孩子的“有趣”。在
孩子的眼中，万事万物皆有
趣。“有趣”特点是直观、盲
目、广泛，家长引导孩子的

“有趣”要注意问题小而具
体、问题要新而有趣、有适
当 的 难 度 、有 一 定 的 启 发
性；如果发展成“兴趣”，就
是爱好，就会废寝忘食，或
成为癖好，兴趣的特点是专
一、坚持；这为学习兴趣的
高级形式——“志趣”奠定
基础，志趣是学习兴趣的归
宿 ，当 志 趣 与 人 生 梦 想 合
体 ，兴 趣 就 产 生 了 质 的 飞
跃。譬如，抬头望月摘星是
无数孩子的梦，第一位登上
月球的宇航员加加林很小
的时侯说要到月亮上去，他
妈说：“去吧，孩子，别忘了

回 家 的 路 。”而 非 打 击 他 ：
“你真傻，那远着呢！”

家长陪伴少。不少家
长因打拼生活而忽略陪伴
孩子，错过了孩子心智发育
的黄金窗口期。因为孩子
的内在生命成长有不可抗
逆的规律，也许“过了这村
就没了那个店”。只有家长
高品质的陪伴，才会及时发
现孩子的兴趣、引导他的理
想、督促监管他的行为，那
他的成绩自然“一江春水向
东流”。

生理因素。如果孩子
真有多动症，这是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ADHD），临床表
现为年龄与发育水平不相
称的注意力不集中、注意时
间短暂、活动过度、冲动，通
常 伴 有 学 习 困 难 、品 行 障
碍、适应不良。除生物因素

（如遗传、神经生理）外，也
有家庭因素，如家人关系不
和、教养方式不当等，这就
需要先去专业机构鉴定和
治疗。

二是“学习缺乏动力”，
或准确来说，你的孩子缺乏
学习动机，或学习动机不明
确。所谓学习动机是指激
发、维持学生的学习行为，
始于家长早年与孩子的互
动，让孩子对知识价值的认
识、对学习的直接兴趣、对
自身学习能力的认识、对学
习成绩的归因有足够的理
解与理性的判断，也就是说

“车少油跑不远、没导航易
迷路”。

三是“打教”。在你看
来 ，多 次“ 劝 告 与 教 育 ”无

效，才会出此“打教”下策。
其实，不管缘由如何谁对谁
错，但最起码的亲子关系不
够和谐。在专业人员看来，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亲子教
育的基础，只有在关系和谐
的状态下，孩子才会接受家
长的教育，这就需要有效的
沟通。

不知您是否发现，以上
分析都和亲子关系紧密相
关。你的心理逻辑或是，孩
子的学习成绩一向不好，是
因为学习缺乏动力，家长多
次教育，甚至打教无果而苦
恼 ；但 在 我 看 来 因 果 关 系
是，或因孩子幼时家长陪伴
少，关系欠和谐，教育不到
位，导致孩子没有养成学习

“ 志 趣 ”，从 而 学 习 成 绩 不
好 。 所 以 ，你 需 要 反 思 与

“补课”。
第一，作最坏的打算。

即使这样下去最坏的结果
与应对是什么？当你心中
有数时，就不会慌乱，就会
接受当前状态，再从积极的
方面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
多。

第二，修复亲子关系。
多换位思考，听听他的真实
声音与需求，只要不违背原
则，多些满足他、弥补他，让
他先愿意靠近、亲近父母。
你要相信亲子关系好了，孩
子总会好起来的。

第三，请孩子认可的第
三方激励孩子。第三方可
以是老师、长辈、同辈、心理
专业人员，因为第三方激励
会少急躁、多耐心、方法多、
关系“硬”、易接受。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记者 9 日从教育部获悉，在各地
的努力下，目前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为 确 保 工 作 数 据 真 实 、准
确，教育部近期部署全国 26 个
省份交叉核对整改情况工作，

同时派出工作组赴河北、山西、
江 西 、山 东 、四 川 、贵 州 等 6 省
份，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培训
机构，详实了解治理工作开展
情况，并以“双随机”抽查方式
核对各省校外培训机构整改数
据。

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整改工作基本完成

近年来，有老师在教学上探
索 出 了 一 种 有 趣 的 教 学 文 体
——班级故事。据了解，这种新
的教学文体的研发人是珠海市
香洲区吉莲小学李成才老师。
所谓班级故事，即引导学生关注
班级人、事并以故事的形式写成
习作。具体做法如下：

玩出故事素材

玩是学生的天性，如何玩出
花样、玩出水平，其实是一门学
问。就语文学习而言，词语接
龙、诗歌朗诵、即兴演讲、课本剧
表演、“花样”听写、猜灯谜、辩论
会等都可以成为学生体验丰富
语文生活、积累故事素材的生动
实践。就班级活动而言，图书义
卖、班级篮球赛、花样跳绳比赛、
班级故事会、校园志愿活动、结
对帮扶都可以成为学生融入班
集体、提炼故事素材的美好回
忆。

写出故事花样

写 班 级 故 事 ，可 以 进 行 题
目、选材、构思、开头、结尾等专
项训练，也可以进行故事接龙、
小组日记、故事结构图、故事漫
画等趣味训练，还可以进行同题
竞写、主角互换、情节调整等专
题训练。这些多角度、多形式的
训练方法让学生的习作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题材、主题、结构
等。以往，学生不敢写、不愿写、
不会写的现象明显降低。

展出故事风采

经 实 践 ，形 成 了 一 些 展 示
“班级故事”的传统，如读书节举
行“我的班级故事”演讲比赛及

“我们的班级故事”作文大赛。
比赛的视频或习作会上传到微
信公众号（班级故事）供全校师
生以及社会人士欣赏和评价，极
大地促进了学生参与写作的积
极性。

评出故事特色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
评 价 学 生 作 文 遵 循 的 基 本 原
则。为激发学生写作兴趣，鼓励
学生进行“班级微故事”写作，一
句话或一段话皆可成文，只要能
抓住故事的核心要素——人物、
情节、环境。这样的低标准，让
学生既有章可循，又无所拘束。
另外，还针对题目、结构、人物等
设置“最亮眼球题目奖”“最回味
无穷情节奖”“最具个性人物奖”
等等，让学生在习作中体验成功
的快乐。

几年下来，“班级故事”不断
深入学生之心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学生更是在大量的写作实
践中爱上了作文。 广供

小学习作教学新尝试

“班级故事”让学生爱上作文

扈志生老师在教室里指导
孙晓峰做题。位于辽宁省铁岭
市深山中的砚台小学现在就只
剩下扈志生一名老师和他唯一
的学生——三年级的孙晓锋。

由于地处山区，越来越多的家
庭把孩子带到山外面读书，或
者转到镇上的中心校。到了
2018年9月，学校便只剩下孙晓
锋一个学生。 新华社发

大山深处：两个人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