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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entering a new era, it is a key issue that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secondary vocation-
al education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recent year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cultivated mor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 weariness be-
havior is a big problem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seriousl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learning wearines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behavioral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its causes, compre-
hens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students weariness of learning, so that students have a strong 
learning motiv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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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充分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党

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为国家培养了较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国家

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但中职学校学生厌学行为严重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问题，本文旨在从心理

学的视角对中职学校学生产生的厌学行为进行原因分析，并针对其原因制定相应的行为管理对策，综合

解决学生厌学问题，使学生产生较强的学习动机，从而促进中职学校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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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市场上对于人才的需求已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对质量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此时教育的地位日益突显，作为人才输出的重要关口对于人才的质量也应牢牢把控。而厌学

是阻碍学生学习技能以及知识的一大问题，这在教育界已是不争的事实，厌学现象从各个方面影响学生

的进步与发展。纵观国内外，无论是美国学生的“逃避”、“辍学”还是日本学校学生的“学习放弃”

等都是不同角度的学生厌学行为，均对学生产生了较为致命的影响[1]。这也反映厌学问题解决的迫切性

与重要性。本文旨在从心理学角度探究中职学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厌学行为，并对其提供可操作性的管

理对策，以降低这一特殊群体的厌学行为，提高学习积极性。 

2. 中职学校学生厌学行为表现 

中职学校的学生年龄层次大约在 15~18 岁之间，是处于青春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特殊群体相对

于高中生来说，其认知、行为、心理存在较大的不足，心智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因而在对于某些事

物的理解、认知是存在偏差的，这也是造成中职学校学生相对于其他学生群体更容易产生厌学行为的关

键要素。 
以“中职生”或“厌学”或“行为表现”为主题词在 CNKI 数据库进行搜索，共检索出文章 175 篇，

通过筛出作者名为空白以及编辑部发布的通知等非文献条目 6 篇，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169 篇。通过阅读

相关文献，较多的学者对中职生的厌学行为表现做了详细的描述。杨金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

中职生厌学现状，通过数据分析将厌学行为表现归纳为从丧失学习兴趣开始，进而导致学习效果不佳的

行为过程；刘国强学者认为中职生的厌学行为表现为学生对学习持有冷漠、甚至逃避的行为；傅安球等

学者认为中职学生的厌学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学习的厌恶、痛苦，进而导致逃学、旷课等不良行为；钱平

学者将中职生厌学行为的表现归纳为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进教室犯困、经常不完成作业、经常迟到早

退、考试不及格等行为。 
通过学者们的分析归纳可以发现，中职学生厌学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学习没有较大的兴趣”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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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学习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这两个方面上[2]，这也是中职学校学生产生厌学行为最为开始的表

现。中职院校的学生厌学行为首先是本身对学习没有较大的兴趣，进而感到课堂的枯燥，注意力不集中，

从而导致学习效果不佳、学习成绩不好，最终产生一系列不良的行为，例如：迟到早退、不完成作业、

考试作弊等。 

3. 心理学角度分析中职学校学生厌学行为 

3.1. 自我归因存在错误 

归因是个体对他人或者是自身的行为进行分析时，推论出产生这些行为内在原因的过程。归因理论

认为“归因有积极、消极之分。每个人都希望自身保持良好的、让他人羡慕的形象，因而在有成功案例

出现时，人们往往将其归纳为自身的能力；而出现失败时，人们往往将其归为外在条件导致的”。对于

学习来讲，对于同一份成绩较差的结果，有些同学将成绩较差的原因归因为试题的难度，有些同学认为

是自身努力不够造成的。同一结果的不同归因是由于每个同学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以及学习动机造成

的。而学生在学习中长期消极的归因，容易挫败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对学习产生畏惧、逃避的心理。 
中职学校的学生大多是中考失利的学生，据调查发现，在学习方面这些学生是存在自卑情绪的。而

自卑是中职生不能正确归因的重要因素，他们往往对自己不能正确评价，对自己的能力、外貌、性格有

较低的认知。对自己成绩差往往将其归因为自身能力不足、智商低、不适合学习等自身原因，对自己一

再的否认，从不在自己是否努力、试题难度等方面寻找原因。长此以往，中职生学习的动机不断被消磨，

从而产生厌学心理。 

3.2. 自我认知存在偏差 

所谓自我认知存在偏差即在个人的学习、生活或者交往过程中对某些问题的认知存在偏离社会共识，

或者是在与这些共识中存在一些不正确观念的现象，而且这些想法与观念会导致情绪上的障碍，进而影

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中职学校学生大多是因为文化课知识水平没有达到高中的要求，因而转入去中职学校。在学校里，

由于身边环境以及人物的影响，自身对外界的判断还存在偏差，他们的价值观在外界的影响之下逐渐发

生改变。有些学生渐渐认为，即使没有学历、没有知识，也可以足够养活自己，比如去餐厅当服务员、

到工地搬砖等一些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工作。相反，他们认为目前的学习投资并不会带来相应的回报，

反而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消耗品；还有些学生认为无论你如何学习仍然是以中职生的身份毕业，在如今

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与其他高学历的毕业生进行竞争的，倒不如打工锻炼，不仅可以学一门

技艺，增加就业经验，同时还可以缓解家庭负担。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使中职生偏离学习的轨道，进而

产生厌学现象。 

3.3. 自我同一性发展存在限制 

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将个体划分为八个阶段，他认为个体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矛盾、期待

与事情[3]。中职学生年龄大约十五六岁，恰好处于青春期后期，处于这一阶段的人们的心理变化是最为

强烈和反复的，容易产生同一性混乱。在这一阶段，他们不能很好的将过去的我、现在的我以及将来的

较好的划分清晰，也就是同一性危机阶段。 
处于这一阶段的中职生时常思考、憧憬、想象，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也时常感到焦虑、无聊、

没意思。在这两种极端情绪的反应之下，心理情绪处于不安稳阶段。假如此时在学习上处理的不顺心，

或者是课业上的压力出现，他们的情绪濒临崩溃，就比较容易形成厌学情绪，这种潜在的情绪在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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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牵引之下，一发不可收拾。 

3.4. 期望值存在误差 

心理学研究发现：“个体做事的动机，取决于个体对于该事情可以取得成功的估计，以及对于成功

所带来价值的估计”，而期望理论也强调对于行动结果的价值判断以及行为成功的可能性[4]。在学习中，

学生长期处于教师较高的期望里，致使学生感到在学习中遭遇挫折，并一蹶不振。可见，教师适当的期

望、适中难度的任务对于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职院校的学生相对于其他学历的学生来讲，在学习方面相比较差。但是他们仍然想要得到家长、

教师的认可。而家长、教师对其期望值太高，中职生由于基础知识较差在学习上存在困难，导致学习效

果不明显，不能很好的让家长和教师满意，反而受到一定的批评和指责。在这样的环境中，中职生在学

习过程中得不到认可、体会不到快乐，自然会产生放弃学习、厌恶学习的心理。 

4. 中职学校学生厌学行为管理对策 

4.1. 引导学生正确积极归因 

中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在学习上存在自卑心理，因而在归因过程中较多的学生将学习成绩不理想归结

为自身能力不足、智商低等方面，而不是不够努力造成的。找到这一关键点进而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习成

绩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是可以自己来控制和学习的，这对于学生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是非常重要的[5]。
对于取得较好成绩的学生，教师要积极鼓励，以此让他感受到自己是有能力将成绩提高的；对于较差成

绩的学生，教师要及时的帮其寻找正确的学习方法，让其明白成绩的失利是由于不够努力造成的，而不

能将失败归因为能力不足，否则会形成习得性无助，对学习产生抵触心理，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从

而使个体最终失去了学习兴趣。因而，教师的主要任务便是客观分析学生学习成绩，针对不同的学生使

用不同的归因方法，从而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取得学习上的成功。 

4.2. 加强学生心理素质培养 

中职学生产生厌学行为较多来自于自身的心理问题，心理素质直接影响学生对周围事物的认知，心

理素质较差的学生往往不能承担责任、待人接物存在畏缩情绪。因此，我们应该致力于培养学生积极、

健康的心理，使其对周围事物产生兴趣，形成良好的品质。学校可以在日常的课程中渗透心理教育，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培养学生对于事物的正确认知、对于意志的磨练，在不断克服困难中，让学生可

以坚强的面对挫折，不抛弃不放弃。另外，学校还可以建立独立的心理咨询室，并安排教师为其提供指

导与帮助。轻松舒适的环境，平等的交流沟通也是缓解中职生厌学行为的有效途径。同时，正确心理方

法的指导，对于中职生的行为可对症下药，不会由于生硬的教育使其加重厌学行为。以帮助中职生克服

厌学行为为重点，采取多种方式方法，指导他们树立自信心，正确认知自身价值以及学业前途。 

4.3. 适当增加沟通交流 

对于自我同一性存在限制而产生厌学行为的学生来说，家长和教师适当、平等的沟通，使其产生共

鸣是解决厌学行为较好的办法。对于这一阶段的中职学生来讲，产生自我同一性混乱是这一阶段正常的

心理现象，他们对于未来的思考与憧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将来的发展，如果来源于学生自身积

极的思考可以较好的解决对学生的成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时学生对自我认知深化，可以清楚的认识

与外在环境的融合，在对待事情的方式方法上有自己的见解，可以处理好这些问题。此时，沟通交流尤

为重要。因而，家长作为学生的第一位老师，可采取该办法对其进行两个个体之间公平、敞开心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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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交流。当然在交流的时候一定要将心比心，尊重并理解孩子现在所面临的苦恼和困境，致力于解决

他们面临的难题，同时千万不要以长辈的口气进行说教，否则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容易适得其反，产

生负面影响。以自身面对困境为切入点，进行自由的引导，让学生也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成年人的世界也

会面对这样的困扰，但永远积极向阳，永远心怀感恩是值得学习的品质，从而促进学生对于问题的认知。 

4.4. 培养学生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来的重要理论基础，他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6]。而学

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离不开教师和家长的引导与鼓励。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通过日常的观察了解中职生学习的兴趣与特点，以便针对不同的学生安排不同

的学习任务，在适中难度中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使其产生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进而提高学

生自我效能感。同时，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设自身表现的机会，根据不同的学生布置不同的活动，让每

一个学生都可以大放异彩，充满自信。对于能力较强的中职生可以使其扬长避短，加强各个方面能力的

提升；对于能力稍弱的中职生可以采取较低起点，放慢教学，强化基础的方法使其体验学习的乐趣。另

外，家长对学生的期望也不宜过高，对孩子应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在日常的鼓励中让学生提高自我效

能感，在不断信心积累并增长的过程中对学习产生兴趣。 

5. 结论 

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集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和职业

知识为一体的全能型人才。但学生厌学行为的出现是中等职业教育保质保量提供技能人才的阻碍，因此

必须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少学生厌学行为。本文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探讨学生存

在厌学行为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对策。但学生厌学行为的出现并不仅仅局限于学生自身，家庭、学校

以及社会在学生产生厌学行为方面均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而，这就要求为较好的解决中职学校学生厌

学行为，应该从学生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四个方面出发，协同合作，共同促进职业学校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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