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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小学英语学习心理障碍成因分析

范连义
（苏州科技大学 外语系，江苏２１５０００）

摘要：近年来，中小学生出现了严重的学习心理障碍。本文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对

中小学英语学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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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课题组和北京雨林学

习能力研究中心通过对北京、石家庄、广州三地１８０６名随机

抽样的中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校学生学习能力发展

失衡的发生率为１５．６％，其中，有８．７５％的被访学生存在比

较严重的学习能力发展失衡现象。根据这一比率推算我国

仅１４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就有６２９０万有各种学习的问题。

学习能力发展失衡，这有儿童个人内在的原因，但不良的教

育环境、缺乏适当的教育机会、富有刺激性的事物、过高的教

材要求都是促使学生学习能力失衡的重要因素。本文对中

小学英语学习产生的学习心理障碍原因进行分析，以期能对

中小学英语学习有所帮助。

一、教师错误的教育观念和行为

传统意义上，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他们是课堂的中心，

在知识方面拥有权威，他们的教育观念，特殊兴趣和专业知

识均强烈地影响着学生。在当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不少中

小学教师受“严师出高徒”和“玉不琢，不成器”等传统教育

观念的影响，对学生采取以批评教育为主的教育方法，或用

简单粗暴的惩罚代替严格的要求。有些老师认为，批评是给

学生“纠错”，惩罚学生是给学生“长记性”，虽然《教师法》有

明确的规定，但受传统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还是认为体罚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高亚兵等２０００年对浙江省中小学教师的调查研究表

明：４４．３９％的学生认为老师惩罚或变相惩罚学生，７９．３８％

的学生认为讥笑学生的过失，７９．０２％的学生反映教师对能

力不足的学生的进步没有加以赞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王辉（２００１）在对“中小学生在学校最怕什么？”的问题调查中

发现，教师批评或体罚的选中率占第一（３０．８％），学生经常

和偶尔被教师惩罚的占３０％，这表明教师以惩罚作为教育

手段较为普遍。《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２／１２／２８）曾对社会进行

《关于对学生的惩戒认同度》的调查，结果有９１％的老师认

为惩戒就是一种教育。我们曾对本市中小学英语教师教学

素质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８７％的老师承认自己在教学过

程中使用过惩罚或变相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惩罚，惩罚的方式

最多的是罚抄课文、单词，最多的可以让学生罚抄课文单词

一百遍。当问及对学生进行惩罚是否有效时，有８５．６％的老

师认为惩罚效果很差或者是根本没有效果。

教师经常批评或惩罚学生，主观愿望是好的，其结果却

会伤害学生的心理健康。教师采取以批评为主或惩罚的教

育方法，会使学生产生自卑。中小学阶段是学生自我概念发

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学生还没有独立的、内化

的评价自我的标准，他们的自我评价主要是他律的，即主要

依赖教师、父母或他人的评价，从而形成对自我的看法。老

师的评价可谓“举足轻重”，老师经常性批评和惩罚必然会导

致学生消极地看待自己，从而产生自卑心理。经常性的批评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较少体验到成功感，容易使学生失去对

学习的兴趣，缺乏动力。北京的一项调查发现：不爱上学，害

怕老师，在学校感到不快乐的小学生竟占了近半数之多，有

４６．８％的学生承认在学校有害怕的老师，５２．５％的学生在老

师请他去办公室谈话时感到很紧张。另一项调查表明：刚入

学的小学生，约有８０％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极其自信，

而当他们到１６岁时，这一比例大幅度降到１８％。这些在刚

入学充满自信的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自信心却在消退。

我们根据入学成绩对苏南几所高校的英语“学困生”情况进

行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一以上（３５．８％）的同学认为自己英语

没有学好是因为在中小学很少得到老师的鼓励，将近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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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同学表示在中小学时英语老师经常惩罚、挖苦学习较差

的同学。

二、当前中小学英语教师较低的英语水平

２００１年，教育部正式启动了面向新世纪的基础教育改

革，颁布了《国家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３－１２年级）》，规定

今后高中毕业生要达到８级水平。新课程还对课程的目标、

结构、内容、实施、评价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整

体改革。在课程设置上，新课程打破了过去以高度统一为特

征的（如用统一的教材，教参规定了统一的教学内容，用统一

的考试来体现统一的评价标准等）、充满确定性的基础教育

课程环境。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过程、教

学评价等方面的多样性、变动性使教学的不确定性剧增（曾

琦２００２）。新课程的设置给英语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

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是当今英语教育界必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当今的英语教师大都毕业于八九十年代，他们学

英语大都以单词、语法和句型操练为主，他们习惯了传统教

学法。那时候英语人才奇缺，许多英语老师都是从其他科目

转岗而来，社会对英语老师的要求远非像今天这样苛刻。

２００１年河北省教委对全省小学英语教师进行统计，在已经从

事英语教学的８６３３名专任教师中，学习英语专业的仅１９４４

人，仅占英语教师总数的２３．２４％（光明日报，２００３／１／１１）。

其次，这些英语老师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自身语言素

质就不过关，从现在的标准看他们自己的听、说、读、写技能

都不过关。他们的英语水平可以从一篇题为《英语教学高手

被考倒了》（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２／１２／２８）的报道可略看一斑，在

由教育部留学基金委与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共同组织的

中小学优秀外语教师出国留学选拔考试中，来自全国各省市

的优秀中小学英语教师２００人（其中包括省市教研员２０

人），及格者不到三分之一，听力和写作竟然出现了零分。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教研中心秘书长包天

仁教授对考试结果用“触目惊心”这个词来描述。他说：“考

试结果表明考生中相当多的人语言没有过关；对外语教学中

的一些基本理论一无所知，对应知必会的知识缺乏了解和掌

握。”他认为，目前虽然英语教师已达到了一定数量，但是真

正能胜任教学的并不多。广东省２００２年暑假中小学英语培

训的１２００名转岗教师中，９７％的教师都不是英语专业毕业，

经过暑假的培训，真正合格的仅占５３％，不合格但由于师资

奇缺而发英语教师上岗证的占３６％（董艳萍２００３）。让不合

格或勉强合格的老师去教学生，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当老

师所教的内容与学生实际接触到的英语知识不一致时，学生

就会感到迷茫，进而对自己的语言能力产生怀疑，产生心理

不适甚至是学习上的心理障碍。

三、家长过高的期望值和不当的教育方式

“望子成龙”、“望女成风”是有责任心的家长对待子女

的正常心态，然而很多家长却没有考虑孩子的实际能力和

兴趣爱好，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期望孩子“考高分，上

好大学”。在高期望值的驱使下，家庭成了“第二课堂”，学

生还没有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家长又请来了家教，捧来来

了各种类型的模拟卷，这不仅使学生疲于应付各类的作业和

考试模拟，不能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反思，更不要说能及时地

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从而逐渐失去

对学习的兴趣。一个人对一种事物虽然没有兴趣，但在压力

下能够努力学习，但这种努力不可能持久。家长的这种急功

近利的做法无疑是杀鸡取卵，最终损害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家长片面追求孩子的学业成绩。家长“片追”主要表现

是：为孩子设计理想化的生活模式，如“重点小学———重点中

学———重点大学———出国”，在“德智体美劳”五育中，家长只

盯着智育，只重视课内知识，书本知识尤其是与升学有关的

“主科”，对孩子的兴趣特长，或不重视，或轻率否定；把孩子

的一切课外活动、业余爱好、往来交际等都看成不务正业，加

以限制。在一些家长看来只有记单词、背课文、做模拟题才

是正道，否则都是不务正业，加以限制否定。而实际情况是，

外语的学习是多方位、多渠道的，把学生与丰富多彩的语言

世界隔开，片面追求学生的“卷面”成绩，最终会降低学生的

学习兴趣，导致英语学习的失败。家长这种片面追求学业的

做法直接导致了孩子缺乏多方面的实践活动，无可奈何地去

死啃书本，影响其心理对适应客观环境的调整能力，导致自

理能力、交际能力、适应能力、独立意识得不到健康的发展。

这些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孩子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其处

理冲突的能力，在遭受失败时，挫折感会更加强烈，因为他们

都把赌注押在学习上，别无退路。近年来我国英语教学效率

不高，“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的出现一方面与当前的应试教

育有关，但家长的片面追求学业成绩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

家长对孩子的管教缺乏民主。有些父母总是习惯于把

自己高高地摆在家长的位置上，把一天天长大的孩子当成小

孩不停地重复训导和说教，孩子听腻了便会形成不以为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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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逆反的心理。在多数的家庭中孩子的一切问题全由家

长承包，这种溺爱压抑了孩子的独立意识，滋长了其依赖心

理，这种影响表现在学习上是：老师在与不在不一样；家长在

与不在不一样。

四、当前教育的功利主义

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一切事物的运转无不以市场为导

向，以经济为中心，提高教学效果，提高办学效益是当前教育

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为了实现教育的最大经济效益，当今的

教育，包括从幼儿教育到大学研究生教育无不具有功利性的

特点。功利主义在教育上的表现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教育

目标取向上急功近利。教育的根本应该是培养真正的人和

真正培养人，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然而，社

会上各种各样的英语补习班、强化班，其目的不是培养学生

学习英语的兴趣，而是通过短期的培训和强化获取某种证书

或通过某种类型的考试，甚至有的培训机构声称能猜题来吸

引生员。结果是：学生通过了考试获取了证书，可英语水平

没有任何提高，甚至认为英语的学习不需要花苦功夫就能学

好，只需要临时培训一下就好了。这种教育从长远的观点看

来，不仅不能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反而会对学生的学习造成

危害。第二，在教育价值取向上，重经济效益，轻教育质量。

根据北京市一家著名英语培训机构的市场报告透露，仅北京

市有上千家大大小小的英语培训机构，低档培训价位是３００

－６００元，中档价位为１０００—２５００元，高档培训价为３０００元

以上，最贵的培训三个月收费２００００元（《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２／

１０／１６）。当前十分流行的双语学校和外国语学校收费动辄

十余万元，另有书本费、学杂费、服装费、补课费、上机费等。

项目之多，金额之大令人吃惊。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省吃

俭用甚至是外出借贷给学生缴纳昂贵的学费，这给在读的学

生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有调查表明，有将近１／２以上家

庭贫困的中小学生患有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这无疑会对他

们的学习造成不利的影响。有些所谓的重点学校利用其名

牌效应，为了赚钱，无限制地扩招。不管学生的程度如何，只

要有钱就行；不管教室大小、学生多少，只要能装下就行。就

英语教学而言，学生之间的基础如果差异太大，不利于课堂

活动的开展；班级太大不能有效地调动全班同学的积极性，

结果钱是赚了，但牺牲的却是教育的质量。第三，在教育行

为上，背离教育规律，重结果，轻过程。语言的学习需要环

境，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对于中小学学生尤其是小学生而

言，老师的首要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像成人

一样进行定期的考试和筛选、排队。有的家长在孩子刚学几

年英语不久就忙着让小孩参加这样那样的考试。笔者对近

几年参加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犘犈犜犛）的苏州考生进行统

计发现，有将近一半（４６％）的考生为中小学在读学生，最小

的只有１１岁。第四，在教学途径上，教学成了唯一的途径，

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被排除在人的培养途径之外。教

育只是为了考试，学习只是为了分数。考什么就教什么，怎

么考就怎么教，怎么考就怎么学。功利性的教育在排斥了一

部分所谓升学无望的同学的同时，对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了破

坏。在追求升学率、重视智育的旗帜下，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也在标准答案和题海战术中被彻底扼杀，这使得“学困者”更

“困”，进而形成学习上的心理障碍。

五、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滞后

我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事业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发

展至今虽有一定的成绩，如心理门诊、心理咨询热线、大中小

学心理中心、心理危机应对中心等一批机构。但心理健康教

育的发展远远赶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从业人员的数量

及其专业水平也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

需要。与国外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与学生比例１：１５００相比，

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却严重缺乏，在不少学校还是

空白。我国目前在读的城镇中小学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这

些学生平时在生活中很少遇到挫折，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当

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心

理干预，很容易诱发学习上的心理障碍。

参考文献：

［１］蔡基刚．当前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压力［犑］．外语教学与

研究，２００２，（３）：２２８－２３０．

［２］董艳萍．从广东省小学英语教育现状看“外语要从小学

学起”的问题［犑］．现代外语，２００３，（１）：４０－４７．

［３］高亚兵．从师源性心理障碍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犑］．教

育研究，２００３，（２）：７０－７４．

［４］洪明，王洪礼．家庭教育失误导致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分

析与对策［犑］．心理科学，２００２，（６）：７５３－７５４．

［５］杨兆山，王守纪．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犖］．光明日报，

２００３－１－１１（３）．

［６］俞国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

［犑］．教育研究，２００２，（７）：５５－５８．

［７］曾琦．挑战与机遇：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师教育［犑］．高等

师范教育研究，２００２，（６）：５４－５７．

［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３—１２年级）［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