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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Attribution of the Problems Affecting Stu-
dents’ Examin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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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 test scores will inevitably appear unsatisfactory, and almost every teacher will encounter it, the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this 
phenomenon	often	shows	some	deviations:	most	teachers	attribute	the	cause	to	students.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disagre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to	find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and	propose	practical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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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响学生考试成绩问题归因的再思考
魏宏富

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实验学校，中国·江苏 盐城 224100

摘　要

学生考试成绩难免会出现不尽人意的现象，几乎每个教师都会碰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归因分析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大多数
教师都把原因归结于学生。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论文从教师、学生、家长三维角度剖析，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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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每学期的各种考试（期中、期末、月考、周练）等，教

师都会做分析，分析成败的原因。其中，对造成考试成绩不

理想的原因分析时，有个共性的问题值得教师关注，应该引

起教师足够的思考，那就是考试成绩不理想，绝大多数教师

把问题都归结在学生和家长身上，如教师们共同的读说法是

该我讲的我都讲了，该我做的我都做了；有的题目我都讲了

好多遍了，学生就是不会；平时学生作业不认真，甚至抄作业；

家长不配合教师的教育等，甚至有教师会说：“我已经尽力

了，学生考不出来，我也没有办法”。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

本身就是问题。教师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要本着客观的态度，

不能片面地看待问题。

2 影响学生考试成绩的问题归因

考试成绩不理想（比较差、甚至很差），固然有学生的

原因。例如，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不能做到独立完成，家

长不配合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等，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不容否认。但作为教师，有没有好好想一想，以上这些存在

于学生身上的问题，是否和教师有关呢？

例如，学生上课不听讲的问题。作为教师有没有思考学

生上课为什么不听讲？是教师个人的课上不听讲，还是所有

课上都不听讲？不听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教师应该针对上

课不听讲的学生建立专门的档案，对学生上课不听讲的现象

进行跟踪记录、分析，记录学生的变化，不能一言以蔽之“这

个学生我没有办法”“那个学生我尽力了”等不痛不痒的语

言概括。

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和一些专家、名师对学生生科不听

讲的分析，学生上课不听讲的成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本身不

积极向上；身体状态不佳；心理状态不好；昨晚没睡好；家

里有麻烦事；有人际关系困惑；基础差，听不懂；不喜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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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师，教师不会调动学生；青春期困惑等。作为教师，

课上学生不听讲，是以上成因中的哪一种呢？你有分析过吗？

笔者估计大多数问题归因学生的教师都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

分析，既然没有做过客观的分析，那么教师的问题归因就是

盲人摸象，根本不能说明问题 [1]。

上课不听讲的学生，估计每个班都有，就拿笔者所教的

七年级学生来说吧，也不是所有的课上学生都能专注地听讲，

笔者的课上也有少数学生不听讲，如班上的民民、轩轩、生

生、琳琳、燕秋等，笔者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提醒他们，不给

他们不听讲的机会，实在不行就让他们站起来听一会儿（3~5

分钟），然后再坐下去，有时也会让他们坐到讲台边上听讲。

笔者对他们做了具体的分析，这几个学生中，生生是基础太

差，从小没能养成良好的听课习惯，笔者的措施就是慢慢来，

急不得，时刻关注学生，观察学生的一举一动，不给学生懒

散的机会。笔者相信这种情况会慢慢好起来。像笔者班里的

轩轩，有点多动症，上课安静的时间不会超过 10 分钟，笔者

经常让他站起来听课，每次站立的时间不超过 5 分钟；民民，

基础还可以，就是缺乏学习的动力，加上父母比较忙，顾不

上这个孩子，对自己的要求不高，没有追求，笔者就在上课

的时候给他机会，让他树立人生理想，特别是今年的疫情期

间的英雄故事，让他懂得平凡人也可以成为英雄；燕秋、琳

琳两位学生，属于智力问题，没有学习优秀的能力，笔者要

求这两个学生上课不能做小动作，不可以打瞌睡。

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学生慢慢地都能学有所获，

起码笔者的课堂他们不会起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对自己的

学生要做到心中有数，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症下药，才能做到药到病除，而不是隔靴搔痒 [2]。

3 学生不能独立完成作业的成因
3.1 学生方面的原因

3.1.1 学困生

这样的学生由于知识上的缺陷，所以完成作业感到有困

难。有的教师对全班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即使比较难的知

识点也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困

难的学生越做越不会做，越做越没有自信心，越做就会对学

习越来越失去兴趣，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他们不想学习。作业

的层次性很重要，针对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

恐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

3.1.2 学生书写的速度太慢

有一些学生书写的速度太慢，针对这样的学生，教师可

以灵活地收作业，不一定在同一时间交。

3.1.3 学生不爱学习

学生由于心理发育不成熟，社会适应能力差，缺乏荣辱

感和上进心，因此有些小学生无法长时间的安定下来做作业。

对于他们来说完不成作业并不会使其感到羞耻，教师的苦口

婆心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久而久之这些小学生就养成了不

按时完成作业的坏习惯。根据学生的心智特点布置作业，也

是解决问题的有效之举。像笔者所教班上的鑫鑫、浩浩、凤

凤等，笔者在布置作业时就有选择性地让他们做，重点是在

固基上下功夫。

3.2 教师方面的原因

3.2.1 教师没有及时与家长沟通

有的家长不经常去学校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教师也不

与家长沟通，这样就会使家长不清楚学生在学校的具体情况，

特别是学生每天的家庭作业情况。这样就无法使家长很好地

监督与检查学生的作业。有的学生说自己做完了（实际没有

做完），家长也以为做完了。学生去学校因为没有做完作业

而受到批评，家长也不会知道。学生长期在隐瞒家庭作业的

情况而获得玩的时间。笔者利用班级微信平台及时和家长沟

通，及时让家长知道各自的作业，不给学生漏空的机会。

3.2.2 教师没有及时督促学生

有的学生在教师叫其交作业时，会大呼一声忘记拿作业。

有的教师会让他下次拿回来，并记得到时催促学生交作业，

而有时教师会忘记让他交回来。几次之后，他就会侥幸地不

写作业，认为教师也不知道。长此以往下去，他就会不想写

作业。对于作业拖拉的学生，笔者的办法是作业可以拖拉，

但绝不能不交作业。

3.3 家庭方面的原因

3.3.1 学生没有时间完成

学生没有时间完成作业的现象在学校应该是不存在的，

但是有不少学生的家长给学生报了很多的补习班和兴趣班，

学生由此耽误了学校作业。

3.3.2 家长不负责任

有的学生作业没有完成，跟家长有关，家长不关心学生

的作业。例如，有的是家里停电了，负责任的家长会去买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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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学生完成作业，而有的家长会因为停电，任学生作业不

完成，让其第二天补作业；有的是因为跟朋友聚会出去吃饭，

带着学生一起去，回来晚了，学生作业还没有完成。让他写

吧，自己得陪到很晚，也担心学生休息不好影响第二天的课，

于是就让学生第二天早上补。到了早上，看学生睡得香，就

不忍心叫他起来，于是给教师写便条，证明一下学生没有完

成作业的原因。学生的作业不能交。让其补，教师得记着。

不然，这作业也是要不回来的。你想，家长都睁一眼闭一眼

了。学生又怎么会自觉呢？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以此为借口，

多次不写作业。不交作业。

4 解决方案
4.1 教师方面

4.1.1 分层要求做作业    

在一个班级里，仅就作业能力来讲，是存在差异的，甚

至差异还很大。一份作业布置下去，有的学生轻轻松松就做

完了，而有的同学花双倍时间还写不出答案来。在事实面前，

教师得转这样一个弯：一样的学生，一样的教法，提出的要

求也要一样，希望结果也要一刀切。结果教师只能永远陷在

“补差”的泥沼里爬不出来，被学生不交作业搞得焦头烂额。

如果从这种定势思维下倒转回来，把一份作业确定为基础题、

巩固题、发展题。学习困难的学生做基础题；中等生做巩固题；

学习好的学生将发展题加给他们。如此一来，虽然每个学生

获得的任务不同，但他们都在从不同的起跑线上奋进，完成

作业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3]。这样学习困难的学生慢慢也会有

了自信心，他们之后也不会只满足于做基础题，也会尝试着

做巩固题、发展题。长此以往学习成绩会越来越好。笔者所

在的班级把学生分成较好、一般、有待提高三个层次，布置

作业也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布置有点难度、偏重基础知识、

纯粹基础知识三类，让每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完成，都能获得

学习的成就感。

4.1.2 培养学生正确的记忆、书写方法

对于书写速度较慢的学生要有耐心，教给学生正确的记

忆、书写方法，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习惯这样的方法，慢

慢他们就会提高。笔者所教班上的赵福平、杨啸宇、张海胜

等就属于速度比较慢的那种，笔者利用课余时间，教给他们

适合各自的记忆方法，提高记忆的正确率和恒久性，效果还

是很不错的。

4.1.3 及时与家长沟通

及时联系家长，通过校讯通让家长知道作业。对于学生

按时交作业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通过校讯通，以便家

长能督促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另外，通过校讯通，给家长发

一些关于养成好的作业习惯的短信，也可以让家长明白按时

完成作业的重要性。方便家长配合教师，共同督促学生完成

作业，使其养成好的作业习惯 [4]。笔者所教班上的沈城浩、

周彤欣等同学属于自觉性、自控力比较差的学生，尤其是星

期天的家庭作业总是有拖拉的情况，笔者及时与他们的家长

沟通，请求家长的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几个同学的

家庭作业完成的质量逐步提高，期中期末考试成绩都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

4.2 家长方面

4.2.1 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学生学习阶段，家长不要给学生报过多的兴趣班，那

样学生就有一定的时间去学习。学习关系到以后的人生，而

兴趣只是个爱好。家长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适当地给学生

报兴趣班，给学生个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自由学习。

4.2.2 要控制学生做作业的时间

学生回到家后，家长要及时了解学生当天要完成的作业

内容和要求，家长可以根据学生的作业给学生制定一个作业

时间。家长可以在学生前面放一只手表或一个闹钟，让学生

自己把握好时间，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学生写作业

的速度就能跟上去了。

4.2.3 要培养学生认真书写的习惯

家长应督促指导学生按要求认真书写，学生只有良好的

习惯，才能提高作业的质量。如果学生写得不好，家长也应

亮出态度，要求他重写，使学生意识到不只教师在关注他，

自己的父母也在关注他。

4.2.4 要督促学生养成检查作业和收拾书本的习惯

很多学生没有养成做完作业收拾作业的习惯，家长应该

培养学生从小养成检查作业和收拾书本的习惯，以后才能有

做事认真检查的好习惯。做作业是对学过的知识的总结与固，

所以做作业是学生掌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师如果不布置

作业既不利于学生及时复习和巩固所学知识，也不利于学生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习惯决定命运，学生们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认真完成作业，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成绩，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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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他们的责任心、敬业精神、脚踏实地的美好品质。

5 结语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考试检验的不仅仅是学生，

从某种意义上，检验的是教师的教学，学生的成绩就是教师

课堂教学效果的呈现。

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问题之后一味地甩锅，教

师不能从自身找原因，把责任都推给学生和家长。这样，不

但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越来越多。笔者认为

作为教师，更应该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教学，关注自己的教学

过程和教育对象：备课有没有问题、上课有没有问题、练习

有没有问题、测试有没有问题；对学生了解吗？对家长了解

吗？对教学是不是真正做到心中有数？问题的解决是不是具

有针对性？措施是不是切实可行？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明白

了，教学才能真正的有效，进而达到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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