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学生理科学习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作为一名有过将近三年教龄，许多次家教经验的老师来说，

我从亲身实践的角度发现了许多学生在理科学习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

题，想要尽我所能，总结出来给所有师生、家长看；其次，我自身是一

名典型的理工科学生，从初中开始有文理科分开的迹象到高中毫不犹

豫地选择理科，最后到了一所理工院校（华科）选择了工科专业，我

自己在将近十年的理科学习中也亲身体会过一些学习乃至心理方面的

问题，目前来说，我尽我所能把理科学习（这里集中到初中理科，因

为我大部分有成效的家教也是集中在初中理科）中学生的一些学习、心

理问题总结出来，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学生家长一些教育方式方

法的改进建议。

一初中理科学习的特点以及初中生在数理化方面一些思维层面的

问题

从小学到初中是一个学习上质的变化，小学主要把之后学习的一

些最基础的知识技巧打牢，比如说数学的运算能力以及逻辑思考的能

力，不会要求你具体理科科目的专业能力。而到了初中，则开始涉及到

这一层面：数学要开始深入学习并要解决具体问题了；物理字面意思

即可理解—穷尽物之原理；化学则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研究物与物

之间的相互反应，如此就把理科学习具体分割开来。数理化，每一科都

有独有的科目特点以及所侧重的思维方式：数学是物理化学的一个工

具学科，高度客观化、理性化是其特点，无论是函数、几何，都要求极

高的精准性，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偏差；而物理，举个简单例子就能理



解，当年牛顿由自由下落而砸到他的苹果发展出万有引力定律，物理

其实和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只不过把一些表面现象深入一些，研究其

共性规律和特点，而初中物理，无论力学还是电路都与生活密不可分；

化学相对于物理则离现实生活更远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把化学安排在

初三来学的缘故，化学学科特点更浓，把所有物质微观化、粒子化，着

重研究各个物质相互作用，其微观的反应机制。把三个科目的学科特点

理清后，接下来要讲初中生容易犯的一些问题，这里主要指思维层面

的难以改变的问题：

（1）用感性思维学习初中数学，导致数学越学越难，产生畏难情

绪    这个问题可以说很普遍，可以说大部分初中数学学习有障碍的

学生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小学数学很简单，简单的

应用题、几何题和实际生活关系很大，感性思维学习很有用，这样就延

续到初中数学学习中了。但初中数学更深了，更偏离生活了，复杂的二

次函数不是从生活中就能看到并理解的，几何问题更加复杂。这样，只

是用感性思维学数学就会越来越吃力，落下的越来越多，最终彻底排

斥数学。其实，从小学到初中，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在不断发展，我

们有能力去用理性思维解决初中程度的数学问题，关键的一点就是要

培养学生理性思考的习惯，方法技巧在其次，主要是把思维方式灌输

给学生，这样，才能保证初中数学学习的效果。这里强调一点，女生比

男生更倾向于用感性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这里不涉及能力方面的问

题，女生也有很强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她只是更倾向于用感性思维。所

以对于辅导初中女生，最关键的是要转变其思维方式。



（2）用纯数学的方法或文科学习技巧来学习物理化学，导致越学

越没兴趣，越学越难    上面具体讲了物理、化学各自的学科特点以及

侧重的思维能力，总体而言，它们都是理科，但偏重于不同的方面。初

中生在物理化学学习中很容易陷入两个思维误区。一是用学数学的方法

学习物理化学，完全抛开了理化的学科特点，完全跟生活隔离开，机

械地学习，这会让你越学越困惑，不知道所学究竟为何，物理化学学

习需要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样知识才能有坚实的支撑，你也会更

加理解、运用知识；而第二个问题是把物理化学当作一个文科科目来学

习，这就走了另一个极端，平心而论，物理化学之中有许多需要记住

的公式、原理、方程式，但那些是次要的，是工具，最核心的是两个科

目本身的理科本质，只不过要把理科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所以说如

果单纯靠背、靠记也绝学不好。综合上面两个问题可以得出，物理化学

是理科没错，需要的是不同侧重的理性思维能力，但同时也有很多需

要背的地方，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二家长在教育方式上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

    最后我想谈一下家长、家庭教育方式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毋庸置疑，

家庭教育在学生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在上一篇

文章也着重强调了这点。这里根据我多次的辅导经历，尤其是在和学生

家长的沟通交流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现在网络如此发达，关于什么样的

父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这类观点层出不穷，我在此不作一一赘述，

只是简单总结一下：有爱、理解、无条件信任孩子的家长是最成功的父

母。这里要具体针对孩子的学校教育方面，我遇到过太多的父母，以爱

之名逼着孩子学这学那，完全支配孩子的学习权利，这不是爱，这是

自私，但凡这种父母，孩子都有极强的排斥学习的表现。父母有爱的表



现是和孩子沟通交流，别总是谈学习出现的问题，学习好的地方以及

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同样要关注，而且不要以上位者的姿态对孩子指正，

而是要让他明白道理，引导他自己去调整，这样达到的效果才是最好

的。还有就是理解和信任，其实父母都明白也都认为自己做到了，但具

体是否做到要看行为和表现。当孩子一次考试特别糟糕时，你是否克制

住愤怒的情绪，以安慰的方式和孩子交流，分析出现的问题；当孩子

几次考试都没考好时，你是否积极地鼓励他，相信他下次一定会考好

呢？这两个问题，如果你的回答都是 yes，那你确实做到了，反之就要

分析自己身上的问题了。其实都是人之常情，面对孩子糟糕的考试成绩，

父母首先容易想到的肯定是问题而不是孩子内心的委屈沮丧；面对几

次的考试失利，我们也更倾向于认为孩子这一科很弱而不是会继续相

信他会处理好问题，下次能考好。这些问题能理解但绝对应该改正，父

母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了，孩子许多问题其实都不算问题，即使确实

是问题，也绝对可以在自己和父母的帮助下解决好。这就是我最想说给

所有父母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