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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心理与教育》

前言

差生问题的研究是教育科学，尤其是教学论的重要的实践课题与理论课题之一。这个课题的解决取决
于两个前提：“反思”和“行动”。前者主要从理论上阐明差生现象的本质及其诊治之道，后者主要
从实践上总结和推广先进学校的创造性经验，提升教育实践的品格。但是，从现状看，这两个前提都
不能令人满意。差生研究的历史尽管久远，但并未取得丰硕的成果，原因恐怕就在于差生问题本身的
复杂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跨学科——包括教学论、生理学、心理学、缺
陷学、医学、咨询学、教育管理学——的综合研究，要想求得令人信服的结论，是不可能的。至于教
育实践界，往往从制度侧面的因素，如如何分组教学，如何改善班级课堂教学等加以研究的居多，而
着眼于非制度侧面的因素——学生的情感、态度、士气等等——的分析不力。这样，缺乏理论观照的
实践，终究只能是盲目的实践。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答这一课题的严峻课题。
正是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笔者以国外差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依据，从种种不同的角度——原
因诊断的角度、治疗的角度、教学论和性格学分析的角度，以及预防教育的角度，综合地考察差生问
题，藉以揭示现代差生概念的内涵，并提示相应的教育方略。本书旨在系统地阐述美、英、法、德、
俄、日等国学者关于差生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而引述大量的案例分析，为广大教师和家长读者思考差
生问题提供尽可能翔实的信息和必要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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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心理与教育》

内容概要

《差生心理与教育(修订版)》旨在系统地阐述美、英、法、德、俄、日等国学者关于差生研究的基本
理论，进而引述大量的案例分析，为广大教师和家长读者思考差生问题提供尽可能翔实的信息和必要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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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心理与教育》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差生的界定及其成因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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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心理与教育》

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我们所说的差生，要害问题是“学力不振”或“学力不良”，但它是可逆的。况且只有
当差生真正正视了自己的学力之差，才有求得进步的契机。第三，有的学者提议把“差生”界定为“
其才能未被开发的人”，可谓用心良苦。但从终身教育的观点看，任何人都得终身学习，以求得终身
发展，哪怕是功成名就的人，也不能说“已经充分开发了自身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才能
未被开发的人”可以泛指世间一切生存着的人。然而我们知道，某类事物如何定义，决定着对它的诊
断和处理。就是说，概念的界定乃是利于实践操作，决非为概念而概念的。对差生作过泛的界定，只
能模糊正常学生与失常学生之间的差异，从而失却了概念的准确性。正如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
雷（P．Freire）所说的，“词”作为一种符号，不仅仅是人们实现对话的工具，它还含有两个基本要
素：反思与行动。这就是说，一个“真实的词”不仅意味着“命名世界”，而且意味着“改造世界”
。同样道理，“差生”这个词反映了教育世界一种真实的现象。即便换一种说法，诸如用“学习困难
学生”之类的术语去替代“差生”一词，但问题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亦即同样表明了学业的先进与落
后或是优劣之分。“差生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况且优与劣总是相对的存在，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
沟。因此，我们不必“讳疾忌医”，不必讳言“差生”。相反，应当坦诚地、积极地应对差生现象。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的结论是，至少在教育研究的维度上作为一个集体概念继续采用“差生”的字眼
，并无多大的弊害。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普通学校教育中还可能包括智能低下的弱智儿童。前面已
经提到，他们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应当严格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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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心理与教育》

后记

21世纪是“终身学习”的世纪，是人人享有“学习权”的世纪。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所谓
“学习权”，是指“读书、写字的权利；提问和探究的权利；想象和创造的权利；了解自身世界、书
写历史的权利；利用教育资源的权利”。学习权不是为未来生活积蓄的文化奢侈品，它是国家发展与
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在作为基础教育的我国中小学中，事实上存在着巨大的“学力落差
”——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学力落差。我们应从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的高度，寻求
超越传统教育观念的学校教育制度、课程教学制度、学力评价制度，同时，也寻求治疗差生现象的“
教育智慧”。本书自1994年初版以来，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一版再版。1998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次借改版之机，编著者作了部分文字修订，并在第六章中增添了“学业成
绩与学生个性”一节。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沈烈敏先生围绕本书提出的若干论点作了一系列
实证性、实验性研究，取得了可靠的事实与数据，很好地支撑了本书的一些论述。因此，作者请她执
笔写了第八章。编著者衷心期望这本著作中的概念和具体案例能激发起广大教师和家长读者一种“反
思性的、情境性的教育机智”，为我国素质教育的推进，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提供支持；同
时，也衷心祈求继续得到广大读者的指点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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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心理与教育》

编辑推荐

《差生心理与教育(修订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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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心理与教育》

精彩短评

1、理论性太强，和实际联系不紧密。我是教育专业毕业的，看着这都觉得费劲
2、很实用，有需要的话可以买一本收藏
3、这本书从源头上去发现中小学生学习上的心理问题，内容非常地科学，合理，是广大从事教育行
业或者即将从事教育行业的人们的指明灯，本人非常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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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心理与教育》

精彩书评

1、很多时候，老师们还停留在经验的阶段，对于学生的评价，还沿用着老套的：会不会读书，是不
是这个料。但是这本书，令我走进了差生的世界。差生的心理、生理、环境影响与学业的关系，被清
晰地呈现了出来。看着这本书，学生的那些奇怪的行为显出了真正的根源。尽管不能从教育制度上彻
底有效地帮助他们，至少我可以不再为他们而气愤了。进入期末复习了，每天傍晚与差生们呆在一起
，有空时间则看看这本书，真是人生快意之事。这本书中把差生分为学业不良与学习失能二种。恰好
二种学生我都有。对于学习失能的学生，只能深表同情了，书上说，视觉上的缺乏理解力，是脑功能
的问题。显然目前为止没什么办法恢复脑功能。对于学业不良，文中重点提出的是学习的积极性与编
码能力。编码能力也就是把各种信息进行整理的能力，也即抽象概括思维能力。这些都可通过调控环
境与告知方法解决。如果有老师能够在短时间里，经过点拔，把学业不良的学生给纠正过来。那么这
个老师可称：神奇。而这本书就能令大多数人具有这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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