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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打赢教育战线上的脱贫攻坚战"实施帮扶确保学业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是每一位教育

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
/]

学院
&""

名学业困难学生帮扶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

显示#学困生帮扶意愿强烈"倾向于向朋辈求助!学困生认为学校已经开展的帮扶很有必要"但效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辅导

员作为学校学困生帮扶的主要人员"对学生的帮扶深度不够"效果欠佳"亟待提出相应对策提升帮扶效果"帮助学困生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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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体制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

的不断深化"进入大学的门槛逐渐降低"学生学习态

度+方法+动机和态度越来越参差不齐"导致一小部

分学生学习成绩达不到学校规定进而造成降级+延

长学制+退学和拿不到学位"这不仅影响了大学生自

身的成长成才"也给家长造成了经济上和精神上的

双重压力"同时"也影响了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降

低了教学质量"使得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教

学管理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这部分学生已经成

为与心理问题+经济困难等困难群体同样急需关注

的特殊群体-

#

.

$按照
!"#F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

1精准扶贫"教育先行!教育扶贫"育人为本2的基础

性地位为导向"以1教好每一位学生"温暖每一个家

庭2为根本任务"以立德树人"办人民满意教育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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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标"引领广大教师坚守职业道德"弘扬师德大

爱"展示师德风范"形成1比爱心"比奉献"比育人2的

浓厚氛围"推动全国教育工作健康+均衡+和谐发

展,

-

!

.

"对此"各高校和教育工作者积极探索针对学

业困难学生的帮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学业困难学生的界定

目前"国内对高校学业困难学生的界定尚未形

成一个公认+统一的标准"大多都是研究者自己根据

个人理解提出的界定标准-

%

.

$本文将高校学业困难

学生界定为#因智力因素以外的由于学生自身学习

方法+学习动机出现偏差或者因为家庭+学校和社会

等外部环境影响而导致其学习效率低下+学习成绩

差"*挂科,较多不能达到正常学业目标"受到留级+

退学+不能按时毕业+无法取得学位需要依靠学校+

家庭和朋辈的帮扶才能完成学业的特殊群体学生"

以下简称*学困生,$学困生是个相对的概念"是与

同龄人+同集体%班级&的其他成员相比较而言!是个

别的+是集体中的绝对少数$

二"学业困难现状分析

近年"学生挂科人次不断上升致使学业困难学

生特殊群体逐渐增多"为更好地了解详细情况"为高

校学生工作人员提供工作依据"笔者选取商洛学院

!"#H

/

!"#F

学年+

!"#F

/

!"#C

学年共四学期学生挂

科相关数据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

+表
!

$

表
#

!

/]

学院近三年学生挂科统计表

时间
!"#HB!"#F

%

#

&

!"#HB!"#F

%

!

&

!"#FB!"#C

%

#

&

!"#FB!"#C

%

!

&

挂科率
!%A%DT #$AC%T !CA&T #HA$DT

表
!

!

各二级学院
!"#FB!"#C

#

#

$学生挂科基本情况统计表

!"#F

级
!"#H

级
!"#&

级
!"#%

级总人数

'Eb

学院

挂科人次
!F& #!" D# $ &$%

总人数
&"! %D# %$! !$D #&F&

挂科率%

T

&

FHAC %"AC !%A$ !AC %%A"

=3

学院

挂科人次
#HC #F! DF #& &!D

总人数
%"# !F" %"C %#" ##C$

挂科率%

T

&

H!A! F!A% %#A% &AH %FA&

VQ

学院

挂科人次
FD #%F &D ! !HF

总人数
!&" !!F !!$ !## D"H

挂科率%

T

&

!$A$ F"A! !#AH "AD !$A%

/'

学院

挂科人次
#%& !"! F& " &""

总人数
#DD !%H !&$ !#F $D$

挂科率%

T

&

FCA% $FA" !HA$ " &&AH

/̂

学院

挂科人次
D$ %" %C " #FH

总人数
!$C !"& !CF !H& #"!#

挂科率%

T

&

%&A# #&AC #%A& " #FA!

'E8

学院

挂科人次
##C HF #"" # !C&

总人数
%C! %!C !$D !&# #!!D

挂科率%

T

&

%#AH #CA# %&AF "A& !!A%

[̂

学院

挂科人次
D% %F !! F" !##

总人数
!&& #D$ #F" #$" $"F

挂科率%

T

&

%$A# #$A! #%A$ %%A% !FA!

Q̂

学院

挂科人次
##% &# &# F! !HC

总人数
%F" %"& !C$ !C! #!#&

挂科率%

T

&

%#A& #%AH #&AH !!A$ !#A!

X/

学院

挂科人次
#"F DF !$ %" !F"

总人数
%$& !CD %%" !HF #!&D

挂科率%

T

&

!CAF %&A& $AH ##AC !"A$

总计

挂科人次
##H# $CD H!$ #CC !C%H

总人数
!C$D !&!& !&D$ !!!D DDF&

挂科率%

T

&

&#A!C %FA!F !#A#& CAD& !CA&H

由表
#

可知#学生挂科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与近几年日渐衰退的学风有很大关系"学生上课

不认真听讲"玩手机低头族较多"考前也不认真复

习"导致挂科人数较多"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由表
!

可知#低年级挂科率明显高于高年级"后

续对挂科原因的调查显示#这与低年级学生刚入校

时间管理不到位导致参与活动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到学习+对学校考试认识不足和低年级学生课程

较多等原因有关!理科挂科率高于文科"这与理科的

课程普遍偏难"学生学习难度大的调查事实相符合$

为了解学业困难学生原因及其总体表现"设计

问卷对其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
%

$

表
%

!

学困生挂科原因

原因 人数 百分比
T

学习基础太差
#%F %FA%

专业课程难
DH !HA!

活动多"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H$ #HAH

职业规划不清"上学没意义
%" $A"

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H FAF

沉迷网络游戏
!! HA$

家庭不和谐
C #A$

其他
% "A$

由表
%

可知#导致学生学业困难的原因是多样

的"从访谈得知#学生挂科的个人原因"一部分是由

于自身学习基础差"不能完全领会老师所教的内容!

另一部分是由于自身职业规划不清"时间管理不到

位"用在学习上的精力和时间较少!学校方面的原因

主要在于某些专业课设置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

况"偏难"导致部分课程挂科学生人数较多"尤其是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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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理科和工科的相关专业课程难度相对较大!家庭

方面的原因在于家庭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

动力和情绪+心理状况!社会方面的原因在于信息时

代离不开网络"自制力较差的青年学生最容易*沉迷

网络游戏,"使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被打乱"出现迟

到+早退+旷课+夜不归宿等违反校纪校规的事情"进

而影响学业成绩$

三"学业困难学生帮扶现状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以

/]

学院在校的学业困难学生%挂科学生&为调查对

象"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D"

份"回收率为

DCAHT

"其中有效问卷为
%CF

份"有效率为
DFA&T

$

问卷共设置
#$

道题"分为封闭式问题和开放式问题

两种题型"内容包括两部分#%

#

&人口统计学信息#被

调查者的性别+年级+专业类别等基本信息!%

!

&帮扶

现状调查#主要从学业困难学生困难的程度+挂科的

原因+帮扶偏好和帮扶效果等方面来考察学业困难

学生群体帮扶现状$

表
&

!

被试基本情况

项目 分类 人数'人 百分比'
T

性别
男

#!D %&A%

女
!&C FHAC

年级

大一
#H$ &!A#

大二
#!# %!A#

大三
C% #DA%

大四
!& FAH

专业

文史类
#!% %!AF

理工类
!"F H&AD

艺术类
&C #!AH

#二$结果与分析

#A

学业困难学生帮扶意愿分析

帮扶意愿调查显示#

FHT

的学生表示在遇到学

业困难时想过向他人或者学校相关部门求助!

HHA#T

的学生认为学校安排专人负责学困生的帮扶

教育工作*很好"这样对学困生的各种帮扶更有针对

性,$为进一步了解学困生喜欢的帮扶主体"笔者对

帮扶主体偏好进行了调查"结果见图
#

#

由图
#

可知#学困生最喜欢向同辈亲朋好友求

助!其次是向家长求助!向代课老师+辅导员+学校学

生工作办公室%简称学工办&教师+学校心理咨询师

求助者较少"进一步访谈了解到学生认为同辈亲朋

好友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可以帮助自己提出一些可

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而家长+代课老师+辅导员+学

工办教师+学校心理咨询师虽然可给学生学业+生活

上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但是"由于他们都是长

辈"跟学生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代沟"对学生学习生活

的一些细节并不了解"而且由于每个人性格特点不

一样"沟通时难免会出现一些互相不理解的障碍"学

生并不能向长辈完全的敞开自己的心扉"实现无障

碍沟通"故长辈提出的有些意见并不切合学生的实

际"不能真正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图
#

!

学困生帮扶主体偏好

!A

学业困难学生帮扶形式分析

在对学业困难生已经接受的帮扶形式的调查显

示#

!"A$T

的学生接受了思想引导!分别有
#CA$T

的学生接受了经济帮助和朋辈互助!

#HACT

的学生

接受了心理疏导!分别有
#!ACT

的学生接受过行为

示范和家庭支持$为进一步了解学困生帮扶形式的

期望值及其实际效果的差异"笔者利用李克特
H

级

量表制对帮扶形式必要性及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

见表
H

#

表
H

!

帮扶形式调查

帮扶形式 必要性 总体 效果 总体

思想引导
%AD&

心理疏导
%AC$

经济帮助
%AF&

行为养成
&A%D

朋辈互助
&A!D

家庭支持
%ADF

&A""

%AH%

%A&$

%A%C

&A"D

%A$%

%ACC

%AF$

由表
H

可知#学校已经开展的帮扶形式总体必

要性为
&

"其中行为养成帮扶的必要性最高为
&A%D

!

其次是朋辈互助的必要性为
&A!D

!经济帮助的必要

性最小"为
%AF&

"这说明学生认为学校已经开展的

帮扶形式很有必要"尤其是行为养成帮扶和朋辈互

助帮扶对学困生来说更有必要$

帮扶效果总体的满意度为
%AF$

"其中行为养成

帮扶的满意度最高为
&A"D

"朋辈互助次之为
%A$%

"

经济帮助的满意度最低为
%A%C

"这说明学生对学校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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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展的帮扶总体满意度一般"对行为养成帮扶满

意度较高"其余都是一般满意$总体必要性和满意

度比较显示#帮扶形式必要性和效果数值排序基本

一致"依次都是行为养成+朋辈互助+家庭支持+思想

引导+心理疏导+经济帮助!说明学校对学生开展的

帮扶形式是符合学生预期的"总体必要性数值大于

效果值"说明学生对学校开展的帮扶的期望大于实

际效果"帮扶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访谈得知#

学生认为学校在做各种帮扶时不够深入细致"比如"

不同时期学生需要的帮扶形式可能不同"这就需要

帮扶人员根据学困生实际情况适当+适时调整帮扶

策略"改变帮扶形式适应不断变化的学生需求"真正

帮助学困生解决问题"顺利脱困$

%A

辅导员帮扶措施内容分析

辅导员作为地方高校对学业困难学生帮扶的主

体"其帮扶形式和内容对学生的影响很大"鉴于此"

笔者专门对辅导员对学困生的帮扶情况进行了调

查"结果见图
!

#

图
!

!

辅导员帮扶措施内容

!!

由图
!

可知#在帮扶方式上"辅导员对学生思

想上的引导和沟通对学生的帮助最大为
H!ACT

!行

为上的示范次之
#CA%T

!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学

习上的指导对学生有一定的帮助分别为
#&A%T

和

##ADT

!心理上的疏导帮助最小
%A$"T

$这说明目

前辅导员对学生的帮扶还主要停留在浅层次的思想

引导+行为示范和生活学习指导上"对学生心理健康

技术手段的运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学习加强$

在激励方式上"*辅导员在行为上以身作则,对

学生的激励最大为
&FAHT

!*辅导员讲述自己艰辛

的大学的奋斗历程,次之占
!#A!T

!*辅导员讲述优

秀学生努力学习成长成才的案例,为
#DAHT

+*辅导

员对自己人生哲理的熏陶,对学生激励较小为

#!h$T

$这说明辅导员行为示范+自身经历最能够

刺激学困生奋发向上"而只讲述他人的优秀案例+人

生哲理则对学困生激励效果不佳$

在与学生聊天的方式上"*用生动活泼的谈心+

闲聊+拉家常等方式,与学生聊天最受学困生欢迎占

HDACT

!*几个人一起座谈,的聊天方式次之占

!ChH

!*有长辈的模范+严肃一点,的聊天方式最不受

欢迎占
#!A$T

$这说明辅导员应注意提高自己的

情商"讲求沟通的艺术"以平等+活泼多样的交流方

式与学困生沟通"过于严肃+严厉的交流方式达不到

应有的帮扶效果$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A

地方高校学困生有很强的帮扶意愿"希望学

校安排专人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教育工作"最偏好

朋辈帮扶"其次是家长帮扶"最后是学校教师$

!A

地方高校对学困生已经开展的思想引导+心

理疏导+经济帮助+行为养成+朋辈互助和家庭支持

等帮扶形式符合学生的期望"尤其是行为养成和朋

辈互助学生认为很有必要"但他们对帮扶形式的满

意程度总体一般"低于其期望值$

%A

辅导员主要通过思想+行为+学习和生活上的

引导和示范对学困生进行帮扶"运用心理学相关技

术对学生进行的帮扶较少+效果欠佳!辅导员自身行

CH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为的示范和成功的案例对学困生的激励最大"人生

哲理和优秀学生事迹对学生激励较小!学困生偏好

辅导员放下身段+用生动活泼+闲话家常的聊天方式

解决问题"而对学生严厉+严肃的聊天方式达不到预

期的帮扶效果$

#二$对策

#A

成立以朋辈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学业困难帮

扶中心"为学困生帮扶提供组织保障

朋辈互助作为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新模式"推行*以身边人教育身边人"以同龄人

教育同龄人,的管理理念"以*助人自助"共同成长,

为发展目标"能够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引导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因此"

深受学生的喜爱$鉴于学困生强烈的帮扶意愿以及

朋辈帮扶的偏好"学校应组织成立专门的学校学业

困难学生帮扶中心"组建以党员+奖学金获得者+积

极分子+心理专业学生等品学兼优的志愿者为主体

的朋辈帮扶团队"在帮扶教师的指导下对学生学业

困难水平进行测试"分析原因"成立专业兴趣小组"

制定互助计划"利用同辈经历相似+思维相近的优势

对缺乏学习动力+自律意识差和时间管理不到位的

学业困难学生进行疏导"让其根据自己情况自主选

择帮扶者"中心派遣组员进行针对性辅导"并建立起

长期的服务关系"发挥大学生朋辈骨干对学困生的

示范性和影响力作用-

&

.

"加强学困生自我教育与管

理"帮助其从他律内化为自律"从互助转变为自助"

促进其顺利完成学业$

!A

建立帮扶反馈评价机制"根据实际不断调整

帮扶策略"提升帮扶满意度和实效性

学困生帮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建立长效

的反馈评价机制"根据学困生所处的困难程度+偏好

适时地调整帮扶策略"以适应帮扶人的帮扶需求"提

升帮扶的满意度"进而提高帮扶的实效性"更快更好

地帮助学困生解决问题"顺利完成学业$例如"对于

经济压力大造成的学业困难学生"除了给予学生经

济帮助解决暂时的经济问题外"应开展心理疏导和

个性化的思想引导"鼓励学生通过加强专业学习和

参加实践活动提高综合素质"通过劳动自食其力"从

根本上解决家庭经济困难问题"进而保持心情愉悦"

全身心投入学习当中"顺利脱困!对于迟到+早退+旷

课等行为异常原因造成的学业困难"则应该通过树

立榜样+奖励政策+谈心谈话等形式加强对学困生行

为养成教育引导"在引导过程中"实时把握轻重缓

急"站在学生的角度宽容理解他们的心理"善于抓住

学生的闪光点和点滴进步"多表扬和鼓励学生"建立

良好的信任沟通关系"使他们从内心感受到学校的

关心和爱护"接受学校对他们的教育和引导"激发其

积极进取的意识"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

动手能力"多鼓励其参加活动"让其在活动中获得成

功"在成功中体验自己的价值"激发其内在积极的心

理品质"帮助学困生逐渐地爱上学习"通过自身努力

走出困境$

%A

加大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培训力度"提高

其学困生帮扶工作实效性

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

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H

.

"他们作为专

门从事高校学生工作的管理人员"工作琐碎复杂"面

对的对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学生"有关学生的所

有事情都是辅导员的事"工作性质不仅要求辅导员

具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还要求其具备教育学+

心理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将这些知识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将具体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职业

技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解决发展中的

各种问题"促进其成长成才$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

辅导员对学困生帮扶的效果"除了自身加强学习之

外"学校还应通过组织安排辅导员专题培训提高辅

导员专业化水平"出台辅导员晋升渠道相关政策"加

强辅导员队伍建社"通过计算课时+提高绩效+加大

奖励等措施激励更多的班主任+心理咨询+学工办教

师加入到学困生帮扶的队伍中来"提高学工队伍为

学生服务的总体水平"为学困生帮扶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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