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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困难是困扰学生学习的一大难题，近年引起了国内外心理学、教育学、医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工

作者的重视与关注。本文基于近年学习困难研究的相关文献，介绍学习困难的概念、分类与界定标准；

阐述学习困难学生的症状表现与其潜在成因；基于学习困难在不同领域中的研究进展论述学习困难学生

在各方面的表现以及教育干预研究的成效，以期为学习困难学生的研究进展提供整体的概貌，提出支持

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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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disabilities are a major challenge that troubles students’ learning.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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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disabilitie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psychol-
ogy, education, medicine, linguistics, and so 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rele-
vant recent literature 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classification, and defini-
tion criteria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explain the symptoms and underlying causes of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different fiel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various aspec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an overall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propose educational strategies to 
support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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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学习困难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引发大众的关注。学习困难逐渐成为了学校的普遍现象，特别

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习困难的问题困扰着众多学生及家长和老师。人类研究学习与记忆的问题由来已

久，但对学习困难的研究历史却很短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紧跟学习困难领域发展的步

伐，针对学习困难展开了大量研究。2010 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了“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不因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困难、就学困难等原因而失学”“建立学

习困难学生的帮助机制”。随着学习困难儿童的发生率逐年上升 [1]，将学习困难的研究成果有效灵活地

应用到社会，帮助学习困难学生更好地应对日常的学习与生活显得尤为迫切。 

2. 学习困难的界定 

学习困难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特殊教育家塞缪尔·柯克(Samuel Kirk)在 1963 年的美国知觉障碍儿

童基金会组织的研讨会首次提出。柯克在会上使用“Learning Disabilities”(“学习无能”)一词描述了这

样一类儿童：他们不存在智力或者感觉障碍，但在语言、阅读、说话表达和社会交往方面发展滞后。此

后，学习困难儿童真正才开始作为不同于其他特殊儿童的群体而逐渐受到了研究者与社会的了解与关注。 
在学习困难研究与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学习困难这一现象。例如，

医学领域使用“大脑功能轻微失调”“轻微脑功能障碍得”这类术语来描述学习困难；心理学领域通常

使用“学习无能”“学习障碍”“发展性学习障碍”“学习失能”“学业成就低下”等术语来描述学习

困难；在学校中则通常使用“学业不良”“学习落后生”“学习成绩低下”“后进生”以及“差生”等

术语来描述学习困难学生。但是，术语使用的不统一、指代不明、界限不清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我国相关学习困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1]。本文统一使用“学习困难”这一术语，并使用国内外文献中对

学习困难的定义作为参照，结合教育的需要，将学习困难广泛地定义为：在正规教育环境中，智力正常

并且没有伴随感官障碍或其他残疾，但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学业成就明显低于同龄正常水平的现象。这

类群体出现这种病状具有可逆性，在正确的补救措施下可以进行转化 [2]  [3]  [4]。 
学习困难并不是教学不佳导致的，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医学、教育、环境或精神病学 [5]。学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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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由特定的心理加工问题引起的，而生物学基础上的神经系统的低效会影响特定任务的表现，如读、

写、听、说、数学、推理等能力的获得和使用 [6]。学习困难通常可以被分为发展性困难和学业型困难两

大类。发展性困难包括发展性学习困难，如：注意力、记忆力、知觉能力的缺陷或思维能力的异常；学

业性困难包括最常见的阅读困难、数学困难、书面表达困难、拼音困难和写作困难等。各类学习困难类

型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且影响学习的方式各有不同，受其影响的个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国内对学习

困难学生的认定通常首先需要智力测试进行筛查，而智力测试较多使用张厚粲等人修订的《瑞文标准推

理测试》 [7]对中小学生进行智力测查。在没有智力缺陷且没有明显躯体与精神疾病的前提下，如果学生

期末考试的核心科目(语文、数学或英文)成绩低于群体平均成绩的 1.5 个标准差且一门以上核心课程不及

格则被确定为学习困难学生 [8]。 

3. 学习困难的症状表现与成因 

针对研究对象的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当前国内学习困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小学生，其次是初中

生 [9]。学习困难学生的症状主要体现在学习方面存在明显的障碍，大部分学习困难学生在自我行为调节

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出现障碍，同时他们在多方面均存在负面行为。具体而言，学习上可能缺乏学习动机、

缺乏学习兴趣、缺乏学习热情、缺乏对学习的好奇、学习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学习迁移能力差等；在生活

上表现为笨手笨脚、身体协调能力不良、不易与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适应技能缺陷、自我控

制能力差和自我评价差而容易导致抑郁自卑等问题。事实上，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智力

并不一定差，由于被扣上“差生”标签容易给学生造成自身学习能力或学习态度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印象

或心理暗示。因此，我国教育研究者逐渐采用“学习困难学生”的称谓代替“差生” [10]。 
在探究学习困难的成因时，脑科学研究发现了一些典型的学习障碍对应映射某些特定的大脑区域和

结构，不过这些基于脑的异常的具体属性仍未得到完整的解释。源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神经学差异的学

习困难影响着人们接收、存储、处理、检索或传递信息的能力。此外，有研究证明，某些学习困难的诱

因来自遗传 [6]。除了遗传因素的影响，学习困难也可能是由于在出生前或出生时正在发育的脑受到伤害

而导致 [6]。例如，母亲患有严重疾病或受到伤害、孕期吸毒或酗酒、产妇营养不良、婴儿出生时体重偏

低、缺氧，以及早产或滞产。在出生后造成学习困难的原因包括创伤性损伤、严重营养缺乏或接触诸如

铅等有毒有害物质。相比而言，生理原因较容易被确定，而对非生理原因导致的学习困难则较难被确定。

非生理原因主要来自外部环境影响，例如家庭环境的不良、关键期教育的缺乏、学习内容和教育方法的

不恰当、自身情绪的困扰等原因的交互影响均可能导致学生无法正常完成学业或达到大纲发展的要

求 [11]。 

4. 学习困难学生的认知和情绪研究 

认知作为人最基本的心理过程之一，帮助人们将接受到的外界信息输入头脑进行加工处理，进而转

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以此支配人的外在行为。学习困难学生在认知上对外界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的加工，

因此难以跟外界环境取得动态平衡的关系。而造成学习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认知能力的缺陷，但并不

意味着认知能力不足而造成的学习困难学生在所有认知能力上都存在缺陷，一般只有一至两种能力存在

缺陷，其他认知能力是正常甚至可以达到中上水平 [12]。当儿童可以通过自身的认知能力在学习和教育中

取得积极作用，学习的质量便不是一个大问题。与一般儿童相比，学习困难学生的认知发展的速度比较

缓慢，相比于复杂的认知能力，较简单的认知能力具有更为显著的年龄差异 [13]。 
对学习困难学生的认知研究中，学习动机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学习动机中强大的内驱力是激励和

指引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需要，直接推动着学生进行学习。研究证明，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动机水平显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2592


郑楠楠，赵敏芳 

 

 

DOI: 10.12677/ces.2023.1112592 4040 创新教育研究 
 

著低于非学习困难学生，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对学习的愿望和坚持性也与正常儿童存在显著的差异 [14]。
进一步研究发现，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动机越强，认知水平越高，学习动机与认知水平存在着显著的正

相关，同时这也说明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动机在其认知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元认知作为“关于认知的认知”，对认知活动起着关键作用。换而言之，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

方面，元认知帮助学生进行认知活动，另一方面，元认知帮助学生调节和监控自身的认知活动。当面对

问题时，元认知水平高的学生可以知道自己如何去解决问题，而不仅仅停留在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因

此帮助学生提高元认知水平可以有利于学业成绩的提高。认知的认识和认知的调节是学生在元认知水平

上较为重要的两个成分，相比于学习优秀生，学习困难学生在这两方面的表现较差 [10]。学习困难学生在

对认知的认识上难以精确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技能，不能预期到自己能否正确解题；而在认知的调节上也

无法精准地监控并解决问题。因此，学习困难学生之所以在学习上存在困难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缺少元认

知技能而无法积极有效地监控并调节认知加工过程 [15]。 
除了认知方面，学习困难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学习困难学生需要比正常学生付

出更多的努力去完成同一项任务，甚至他们因达不到预期目标而诱发自卑心理、挫败感等消极情绪，进

而变得离群和孤独 [15]。相较之控制组学生，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更低，尤其表现出抑郁、

焦虑、强迫、人际敏感和敌对等方面的问题；而在性别上，女生会比男生更多地表现出抑郁、焦虑、强

迫、人际敏感和敌对等方面的问题 [15]。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保持

相对稳定，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发展趋势，这说明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状况将可能处于持续性的消极情绪

状态。相对而言，处于初一、初二这一阶段的学生，其情绪问题最为突出 [15]。针对学习困难学生的诊断

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揭示，在进行治疗和预防教育时，首先应该先帮助学习困难学生提高自身的心

理健康水平以稳定其情绪，其次再进行学习指导，这样更可能提高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业水平 [16]。简而言

之，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学习困难学生走出学习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5. 学习困难学生的个性与社会性研究 

目前针对个性与社会性方面的学习困难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在个性研究方面，研究者主要从人格、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概念进行研究。在人格上，学习困难学

生与学习优秀学生在人格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学习困难学生的个性特征多趋于封闭、内向、孤独，情绪

的稳定性较差，同时部分学生可能伴随心理发育不够成熟和精神质倾向等问题 [17]。在对两类学生的自我

效能感进行研究发现，学习困难的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明显低于学习优秀学生：在自我效能感中的学习行

为和学习能力的推测和判断中，前者的水平低于后者 [18]。这一发现说明学习困难学生往往将学习成绩差

归因于自己能力差，而能力是内部不可控的消极归因方式，长期以往将导致过度的内疚和自卑。事实上，

学习困难学生的智力和感官均不存在缺陷，但是学习困难学生显然对自身的能力存在错误的认识与理解。

同时，研究者对学习困难学生和非学习困难学生在自我概念上进行区分研究发现，学习困难学生在自我

概念评价总体差于非学习困难学生，具体表现为在学业和自我两方面的评价均显著低于非学习困难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初一、二年级阶段的学习困难女生的自我概念评价显著差于学习困难男生，可能是

处于这一阶段的女生比男生更早进入青春期，心理和生理在此阶段的剧烈变化使女生更为敏感，也可能

是受到传统男女差异观念的影响，给女生带来更复杂、消极的心理反应 [19]。 
学习困难学生的社会交往问题主要体现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三方面。学习困难学生与

父母、老师之间的关系往往较为紧张，主要原因是长辈对学生的学业抱有较高的期望，而学习困难学生

现实的学业失败令长辈失望，而且长辈未能恰当对待学习困难学生，而学习困难学生却往往渴望被认可，

双方期望与需要未能达成一致，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 [20]。同样，一项关于学习困难学生同伴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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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被同伴提名为“最不喜欢”和“被拒绝型”的同伴类型中，学习困难学生被提名的比例显

著高于非学习困难学生。在被同伴提名为“最喜欢”和“受欢迎型”的同伴类型中，学习困难学生被提

名的比例则显著低于非学习困难学生。以上结果说明学习困难学生在社会交往方面存在问题，他们在同

伴中关系紧张、地位较低，加之在学生时代的学习成绩会影响社会地位，这对他们的身心发展带来更大

的不利 [13]  [21]。 

6. 学习困难学生的家庭特征与教育干预研究 

一项针对学习困难、学习一般和学习优秀三类学生的家庭因素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两类儿童，学

习困难学生的家庭环境显著更差，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更低，而其父母的文化程度也显著低于学习优秀

学生父母的文化程度。但是，三类学生在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收入、父母一致性、学习材料、父母关系

这些因素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这些因素不是造成学生学习困难的主要因素 [22]。因此，学习困难

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相处时应该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态，多鼓励表扬孩子，使孩子更自信，多关心孩子的社

会交往和同伴关系，为孩子提供健康的家庭氛围和生活模式，使孩子对未来生活充满兴趣，产生更多的

内在动力，学习效果自然就会好些，反过来又能减少父母的担心焦虑，使父母有更多时间考虑自己的生

活 [23]。 
关于学习困难的教育干预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和自然教育实验对 5~10岁的 100名学习困难儿童进

行训练，以认知能力训练为主，同时进行儿童自我意识、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调整以及运动、感觉统合

能力的综合训练 [24]。这项研究发现，训练能够显著提升儿童的学习成绩，具体体现在训练对儿童基本学

习能力(拼音、认字、阅读、听力理解、口语表达、写作、算术)的提升达到显著性水平；训练也显著提升

了儿童运动速度与敏捷性、身体平衡和协调能力、反应能力以及力量 [24]。近年，越来越多研究者关注运

动是否能够提升对学习困难学生的能力。其中，一项研究考察了篮球运动的干预方案对学习困难和正常

小学生执行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运动干预对小学生的执行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实验组的学习困

难学生执行功能的改善效果优于控制组的正常学生 [25]。 
研究者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关注不仅停留在学业技能方面，对社会技能和心理方面也进行了干预研

究 [26]。在国内一项小学生学习困难干预纵向研究中，研究的干预措施首先体现在对小学生传递积极的信

念，如学习成绩差不是由智力导致的，可能是对学习的信心、学习的习惯、学习的方法、努力的程度等

多方面问题造成的。其次，改变父母对孩子学习困难的错误观念和不适当的期望，教育父母学做一个足

够好的父母。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过半年心理干预的学习困难小学生在自信、接纳自我、学习习惯、积

极主动、以及家庭的氛围方面均有一定的改善。最后，此项研究表明，仅限于心理方面的教育干预未能

显著提升语文和数学这种基础知识技能科目的成绩 [27]。但是，也有可能是此项研究干预时间仅为半年，

未来还可以进一步探究更长的干预时间对学习困难学生产生的具体影响。 

7. 教育对策 

学习困难学生不同于其他障碍人群，尽管新问题的涌现向教育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国

内外教师、研究者正不断地探寻帮助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对策 [28]。总体而言，这些教育对策主要包含学

习困难学生本身的训练和教育环境的改变策略这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是从学习困难学生本身的训练出发，美国学者也塞迪克(Yesadic)和索尔维亚(Solvia)提出了

两种教学挽救模式——能力训练和技能训练，以帮助学习困难学生对自身进行训练。能力训练包括视听

觉训练、心理语言训练、多重感觉训练和感知运动训练等。技能训练可分为四个步骤：由训练者对所要

训练的特殊技能给出操作定义–进行任务分解–进行教学指导–实施日常测量。教师应引导学习困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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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由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培养自身对学习的兴趣以及激发学习动机从而掌握学习技能和方法 [29]。 
第二方面是从教育环境的改变策略出发，针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对策研究中较为系统地提出，在

教育环境的改变策略应从统一学习困难的界定和诊断标准以及规范学习困难学生的评估过程做起 [29]。此
外，重视学生的个体教育计划，提供多层次的教育安置，根据学生情况将教育环境分为普通班级、资源

教室、分离班级、分离学校、看护机构、居留在家或医院六种，这样的分布能够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创造

教育环境。同时，针对不同年龄和不同类型的学习困难学生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各种教育因素的积极作用和涵盖学生的各类需要。这些对策对于推进我国中小学教育，尤其是特殊教育

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为了给学习困难学生提供有效的服务与帮助，理应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困难学生提供符

合其年龄段的教育干预措施。在小学阶段，教育干预应注意整体化和系统化原则，多方位且无时无刻地

为学习困难学生提供时空上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不仅体现在学校中，家庭也可以作为干预的重要环

境，通过家校共育，增加干预的影响程度和覆盖面。对于中学学习困难青少年群体，需要用包含知、情、

意、行的完整心理系统从认知、行为和情感三方面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研究。目前，学界一致认为学习困

难需从多领域、多维度对教育干预技术进行综合研究与实践，包括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咨询、心理辅

导、身体干预以及对教师和家长的中介干预等 [30]。这些教育干预的技术与手段能够极大改善学习困难学

生的方方面面，在未来的教育干预研究中值得继续深入探究与实践。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3YJA190012)、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

(2021WTSCX090)、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建项目重点项目资助(HZ2023GJ128)和广东省普通高校青

年创新人才类项目(2021WQNCX076)资助。 

参考文献 
[1] 孟万金. 建立健全学习困难诊断标准与帮扶机制[J]. 中国特殊教育, 2013(12): 65-69. 

[2] 张丽莉. 学龄前数学学习困难儿童数感研究综述[J]. 中国特殊教育, 2010(1): 35-39. 

[3] 刘昌. 数学学习困难儿童的认知加工机制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5(3): 81-88. 

[4] 钟启泉. 差生心理与教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39-40. 
[5] Horowitz, S.H., Rawe, J. and Whittaker, M.C. (2017) The State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Understanding the 1 in 5. Na-

tional Center for Learning Disabilities, New York, 1-3. 

[6] 科拉∙巴格利∙马雷特. 人是如何学习的 II: 学习者、境脉与文化[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68-70. 

[7] R'SPM-CR 全国协作组, 张厚粲, 王晓平.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在我国的修订[J]. 心理学报, 1989, 21(2): 113-121. 

[8] 周永垒, 张奇, 韩玉昌. 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策略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03(3): 56-59. 

[9] 赵微, 王津, 吴师伟. 我国学习困难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 中国特殊教育, 2006(1): 91-96. 

[10] 裴利芳. 学习困难学生的认知因素分析[J]. 心理学动态, 1995(4): 12-16. 

[11] 张舒哲. 论学习困难的界定方法和基本类型[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4, 10(2): 59-64. 

[12] 吕静, 徐芬. 《儿童认知能力诊断量表》的编制[J]. 应用心理学, 1988, 3(2): 1-7. 

[13] 刘全礼, 闵学龙. 近年来我国学习不良儿童研究综述[J]. 中国特殊教育, 2001(4): 18-23. 

[14] 张登印, 俞国良, 林崇德. 学习不良儿童与一般儿童认知发展, 学习动机和家庭资源的比较[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7(2): 53-57. 

[15] 雷雳. 学习不良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7(1): 49-53. 

[16] 袁忆达. 学业不良儿童的诊断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 心理科学, 1994, 17(3): 180-181. 

[17] 杜武毅, 李雁. 学习困难儿童的个性特征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4(2): 149-150.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2592


郑楠楠，赵敏芳 
 

 

DOI: 10.12677/ces.2023.1112592 4043 创新教育研究 
 

[18] 杨心德. 学习困难学生自我有效感的研究[J]. 心理科学, 1996, 19(3): 185-187. 

[19] 雷雳, 张钦, 侯志瑾. 学习不良初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及其自我概念[J]. 心理科学, 2001, 24(2): 242-222. 

[20] 李晓东, 聂尤彦, 林崇德. 初中二年级学生学习困难, 人际关系, 自我接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 心理发展与教

育, 2002, 18(2): 68-73. 

[21] 朱冽烈, 许政援, 孔瑞芬. 学习困难儿童的注意、行为特性及同伴关系的研究[J]. 心理学报, 2000, 23(5): 556-559. 

[22] 朱冽烈, 易晓明. 学习困难儿童的家庭因素的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03, 41(5): 62-66. 

[23] 季军, 王玉凤, 顾伯美, 刘靖. 多动症和学习困难儿童父母教育方式探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4, 10(1): 
52-57. 

[24] 陈学锋, 谢天壬. 5-10 岁儿童发展性学习困难的教育干预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1(2): 14-19. 

[25] 潘家礼, 殷恒婵, 陈爱国, 等. 运动干预对学习困难、正常小学生执行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J]. 体育科学, 2016, 
36(6): 84-91. 

[26] Huntington, D.D. and Bender, W.N. (1993) Adolesc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t Risk? Emotional Well-Being, 
Depression, Suicide.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26, 159-166. https://doi.org/10.1177/002221949302600303 

[27] 赵幸福, 程灶火, 杨碧秀, 等. 小学生学习困难心理干预纵向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6): 668-669. 

[28] 袁登华. “学习失能儿童”研究[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89(1): 27-31. 

[29] 佟月华. 美国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对策[J]. 外国教育研究, 2001, 28(5): 28-32. 

[30] 俞国良, 王琦. 毕生发展视角: 学习困难者的教育干预与展望[J]. 中国特殊教育, 2013(12): 59-64.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2592
https://doi.org/10.1177/002221949302600303

	学习困难学生研究的进展及教育对策
	摘  要
	关键词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Educational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学习困难的界定
	3. 学习困难的症状表现与成因
	4. 学习困难学生的认知和情绪研究
	5. 学习困难学生的个性与社会性研究
	6. 学习困难学生的家庭特征与教育干预研究
	7. 教育对策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