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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when senior three students study 

mathematics, they generally have some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in lear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Through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mainly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inertia, dependence and impatience,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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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职学校高三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些学习心理障碍，

本文通过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有惰性心理、依赖心理、急躁心

理等心理障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及其特征，笔者给出了相对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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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作为中职学校的基础学科，对学生智力的发展、基础能力的培养，特

别是对青少年的逻辑思维的形成，具有其他学科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在教

学中，笔者发现有不少的学生对数学学习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碍，尤其是



·149·
中职高三学生数学学习的心理障碍及应对2020 年 8 月

第 2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203015

在对我校高三学生数学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呈现消极被动的学生正在一届届增

多。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在学习新技能或接受新知识时，如果有一个

正确的、积极的准备心理，也就是求知欲，其学习的效率将会比被动接受的学

习效率高出一至两倍［1］，同时，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的学习状态还会产生厌倦、

抵抗、压抑、惶恐等不良情绪，从而使学习者进入一种心理误区，反过来作用

于学习过程，影响学习的效果和成绩。因此，结合学生表现的学习现象，我们

有必要全面剖析中职生学习数学的心理障碍、探究和寻找消除学生心理障碍的

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掌握中职生学习数学的心理状态，使教学活动具有更强

的针对性，达到提高数学课堂教学质量的效果。那么中职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

存在哪些心理障碍以及具体是怎么消除这些障碍呢？

1  惰性心理的成因和应对

在课堂上，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学生对待学习很懒惰，遇到问题需要思考和

动脑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去思考，直接回答“不会”。教师讲解完了，需要学

生动手做题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动，再问，就说“还不知道怎么写”。课后作

业即使是上课讲解过的类型题目，个别同学作业甚至也是不思考直接抄袭，没

有思考和自己动手的习惯。

笔者分析学生惰性的原因除了长期的学习习惯不好外，另外一个就是学生

的自我效能感过低，我校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不自信，自我效能感很低，特

别在理解课堂学习内容解决疑难问题、完成作业、合作讨论、分析问题等方面

不自信，对于考试更没有信心，学生没有信心就不能克服困难，也不能自主解

决问题，“干什么事都要依赖别人”滋生了学生的情性学习心理。

笔者尝试克服惰性障碍的方法有：

1.1  转变态度增强情感

在教学中要重视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把读书学习与人生理想结

合起来，课堂学习是创造美好生活的阶梯，这点对高三学生来说，是清晰明确

的目的，学生们易于接受；同时，授课内容或知识情境要贴近生活，富有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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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的语言和所举的例子尽量生动。比如，学生总是认为“函数”的概念枯燥难懂，

在讲解函数的时候笔者举例“买苹果”，如果一斤苹果5元钱，那么大家去买苹果，

都会计算买到的苹果和所付的钱，我们设买到的苹果为 x 斤，需要的钱为 y，那

么y=5x就是所付钱y和苹果斤数x的函数。学生的认识到函数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这样，学生的学习态度就会逐渐改变，对上课、对教材、

对课程、对成绩的情绪就会逐渐增强；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就有了克服惰性心

理的动力。

1.2  增强自我效能感

在过低的自我效能感之下即使能完成的任务和能解决的问题也不能完成和

解决；所以，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尤为重要，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

时强化和鼓励使其增强自信，鼓励学生与具有相同能力的同伴进行竞争，学会

分析学业成绩的效果和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学会正确归因，以增强学习动力培

植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逐渐增强自我效能感，克服惰性心理。

2  依赖心理的特点与应对

笔者发现，中职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普遍对教师存在较强的依赖心理，

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更不用说钻研和创新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

是在新知识学习时，期望教师提供详尽的解题示范，然后记忆解题方法，生搬

硬套；二是在复习旧知时，不能自已总结归纳，期望教师对学过数学问题进行

归纳概括甚至分门别类地讲解，强调重点、难点和关键；三是在课后自学时，

只要教师没有布置当天的作业，学生就不知道该学什么，期望教师时时刻刻引

领自己。长此以往，很多数学教师也被逼迫不断调整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少

布置课前预习，上课提问也不能太多，学生最需要的是看黑板、抄例题和完成

几道练习题。因为学生常常不能独立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所以教师就不愿意

布置更多的作业。学生的依赖性，压抑了他们的钻研精神，扼杀了他们的创新

潜能，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渐散失，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难以体验道学习

的乐趣，学习成为一种任务和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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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依赖障碍的方法有：

2.1  创造参与情境，争当学习主人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教师如果不想方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

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而是不动情感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处于疲倦

状态下的头脑，是很难有效地吸取知识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尽量多设

置恰当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他们产生强烈

的求知欲望，教师因势利导，尽量引导学生动口、动脑、动手，使学生的思维

活跃起来，从而克服依赖性。在学习《椭圆的标准方程》的时候，先布置同学

们课前了解丰田车标的图像，思考怎样画出那个图像；在课堂上，笔者给每个

小组的学生准备的一段细线，按照书本上的定义自己试着在练习本上画出椭圆，

同时找两位同学到黑板上画出一个椭圆。在参与的过程中，大家对于椭圆的形

成了深刻的印象，当自己画出一个椭圆的时候，同学们都很兴奋，学习积极性

高涨，原来可以在做中学，玩中学，在接下来学习“椭圆方程”的推导过程中

也比较顺利。

2.2  营造探究时机，勇当学习达人

探究是学习的原动力，引导学生探究新知识，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学

生心智活动的促进，依赖心理的克服有着积极的作用。教师要善于寻找和发现

合适的问题，把问题抛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参与到问题探索中，依靠学生自己

的已有经验和智慧解决问题。探究就是将学生推到数学问题面前，完成探究的

过程使他们成为发现者、探索者，真正的当学习的主人，也成为数学知识的获

得者。比如我们在学习《等比数列》一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学生完成一个试验，

找一张足够大的纸，作对折，可以用各种方法，看看自己能折到几次，折的次

数最多的同学获胜，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想想造成自己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只能折这几次，换张薄些的纸可以吗？纸不够大吗？在这个探索过程中，

学生对等比数列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在课堂学习时，学生对“等比数列”从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易于接受新知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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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问题参与知识的发生，探索和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降低可依赖

的条件，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也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3  急躁心理的表现与应对

学生学习数学过程中还会出现另一种心理障碍——急躁心理。我们学生的

表现为缺乏思考，急于求成，盲目落笔，导致解题错误。究其原因，一是未认

真读题、审题，并不清楚题意，有的学生甚至都没弄懂需要回答什么问题就开

始动笔；二是没有进行题干条件梳理和选择这一步，缺乏从自己的记忆材料中

去提取题设问题所需要的材料进行对比筛选，就盲目尝试解题或者乱猜解题方

法［1］；三是计算能力不过关导致的求快出错。有些学生的运算能力很弱，对

于题目想当然的运算，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导致出错；四是忽视反思的

作用，对数学问题解题后不能进行整体的思考、回顾，比如该题目的解法是否

正确、是否全面、是否有丢解？是否解法最佳？比如高三学生在第三次模拟考

试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边长是 2 的等边三角形 ABC 中，求解向量 AB 和向量

BC 的积。学生知道可以直接利用公式，但是不假思索就以为两个向量的夹角是

60°，导致结果错误；在讲解试卷的时候，当我画出这个三角形的图像，画出

所求向量的方向箭头符号的时候，同学们瞬间就明白了原来是由于自己当时的

“急于求成”。再比如学生学习了“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后，求解三角

形问题的时候，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经常不会分析题目，要么盲目，要么不知

道如何下手，那么可以这样要求：把题目中给出的已知条件，用字母表示出来；

根据已知条件，寻找是未知条件，利用直接条件，探求间接条件，然后观察，

有几个角，有几个边；写出两个解决问题的定理，对照条件，判断需要哪个定理，

然后带入公式，解决问题。

学生的这些浅读题、欠分析、不会算、不反思的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正是这些欠缺的学习能力的相互作用使得学生面对问题更加急躁。教师要从细

节入手，找到学生病例问题的切入点，引导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挖掘和诊断，寻

找正确的思路，探索解决的方法，以求达到克服急躁心理的负面影响。

中职学生学习数学的心理障碍不是短时间形成的，克服这些心理障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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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蹴而就。教师要为学生多想几个为什么，为什么难，为什么错，为什么懒，

为什么不能更仔细，为什么不能记住……让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寻找思

路，用聪明的智慧启迪学生分析问题，用真诚的情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用

坚韧的个性影响学生的个性，用自己的心灵呼应学生的心灵，在课堂上让学生

达到积极而愉悦的亢奋状态，教学过程进入相容而微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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