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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少年厌学拒学现象呈多发趋势。越

来越多的青少年对学习、学校失去兴趣，严重的产

生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出现身心疾病及以“拒绝

去上学”的行为表达内心的冲突。而在此之前，他

们可能已经表现出诸如经常迟到、旷课、逃学、注

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症状。

一、厌学、拒学背后的动机结构

虽然“厌”和“拒”看起来都是对某种情景的

回避。但情绪和行为背后可能有着非常复杂的动机

结构。而且每一个厌学拒学的孩子，都可能有着独

特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这也决定厌学拒学背

后的深层需求一定存在个体差异。我们可以从“趋

避”两个方向来尝试梳理这些复杂的需求和动力。

（一）回避

1. 对学习相关因素的回避

在幼小的孩子身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好奇、

求知和探索，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学习

者。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多的孩子对“学

习、学校”失去兴趣。这就提醒我们要去反思，厌

学拒学的青少年们真正“厌倦”和“拒绝”的是什

么？是厌倦了对自己毫无吸引力的学习内容？厌倦

了重复、枯燥、高强度的学习方式？还是厌倦了那

个在学习过程中屡屡受挫，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困

境的“失败的自己”？

2. 对伴随学习情景的某些关系的回避

学习并不是一件可以在真空里进行的事件，它

通常都伴随着复杂的人际互动。生生关系、师生关

系、亲子关系的状态通常都会体现出学生在与学习

相伴随的人际互动中产生了怎样的生命体验。如果

在这些关系中体验了过多的控制、否定、忽视、拒

绝、批评甚至伤害，学生也会为了回避这样的关系

而回避学习和学校。

（二）趋向

虽然很多厌学拒学的孩子都经历了“先厌后

拒”“因厌生拒”的过程，但也有很多孩子“厌学

拒学”的心理动力节拍重音落在“拒”上，“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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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似乎并不那么明显和强烈。此刻这个“拒”可

能就包含了不同于单纯“因厌生拒”的其他动力。

虽然单从行为表现看，“拒”依然有“不要”什么

的动力，但少了那份“厌”的加持，“拒学”的另一

个动力方向也可能是“要”什么，是一种趋向。

如果“不去学校”的更深层动力在于要“留在

家里”，那么家庭系统的视角就变得非常重要。家

庭治疗理论认为症状的形成和维持源于家庭系统。

所以孩子厌学拒学的发生也可能与家庭成员间的

互动有关。家庭治疗大师 Jay Haley 曾说：“离不开

家的孩子都是忠诚于家庭的孩子，离不开家的孩

子，大多有让他们放心不下的父母”。从这个意义

上讲，孩子厌学拒学可能是为了守护家庭。

如果个体并未在学校遭遇更多负性的体验和

挫败的经历，但不去学校的动力也并不是留在家

里，可能也意味着他所追寻的某些价值和意义在学

校与家庭之外。

二、影响厌学、拒学的因素

从系统思维看，厌学拒学可能是多个因素交织

在一起互为因果的产物。

（一）个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厌学拒学的现象越来越

普遍。其中一定有着与家庭、学校、社会密不可分

的联系。但是，孩子自身的某些原因也是导致厌学

拒学不可忽略的因素。

首先，每个个体的成长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

厌学拒学可能与个体经历的某些生活事件相关。那

些在成长中曾遭遇否定、忽视、拒绝甚至虐待、霸

凌的孩子，可能更难建立内心的安全信任基地，这

通常也使他们更难专注于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和探

索。也更容易对学习、学校心生厌倦、抵触与拒绝。

其次，每个个体独特的心理特质可能也会导致

他们在面临相同情境时有完全不同的反应方式和

应对模式。而相同的情绪行为背后，也可能有两个

个性迥异的孩子。一个厌学拒学的孩子，可能是敏

感、内向、苛求完美的，也可能是外向果敢、有思

想有力量、能勇于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和想法的。

缺少目标和意义感也越来越成为影响青少年

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那些被告知“你只要好好学

习剩下什么都不用管”的孩子终有一天要面对“意

义何在”的追问。尤其是当“什么都没管也没学

好”的现实处境与价值感、意义感缺乏的情况叠加

起来，就更容易诱发厌学的情绪。

青春期个体的厌学拒学还可能与成长和发展的

议题有关。拒学厌学也有可能是即将独立的个体对

严苛的家庭规则的挑战宣言。“不去做什么”也是一

个重要的决定，是对“获取权利”的渴望与表达。

（二）家庭

不合理的家庭期待、混乱的家庭结构、不良的

家庭氛围、不稳定的家庭情绪系统，都可能导致家

庭出现一个不想去或者不能去上学的孩子。青少年

在冲突、混乱或者忽略的家庭互动中，更容易形成

低自尊和低价值感。而这些不符合父母期待的特征

又可能遭遇更多否定指责。

此外，家庭治疗理论认为，如果家庭病了，作

为索引病人的孩子，其厌学拒学的症状就可能带来

“继发性获益”。孩子的抑郁、焦虑、厌学、拒学会获

取到家庭成员的关注，从而成功转移了更激烈或者

隐蔽的家庭冲突与危机。如此，厌学拒学就成为一

种“不健康但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被保留下来。

（三）学校

学习与学校是与“厌学拒学”关系最直接的因

素。学习内容、方式、强度是否符合青少年的身心

发展规律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学习的体验。

在学习和学校情景中，个体更多感受到胜任、

成就、归属等积极情感体验还是与之相反的挫败、

痛苦、无助，这极大地影响个体学习的动力。学业

任务繁重、难度过高、强度过大、评价标准单一

等，都有可能让很多孩子先感受到“被学习和学校

拒绝”，进而转变为厌学拒学。

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在学校经历的师生冲

突、校园霸凌等重要事件可能也是导致个体厌学拒

学的原因。这些事件可能会带来愤怒、恐惧、无助

的体验，而当这些体验不能得到老师和家长的尊

重、呵护、理解、支持，不能被温柔相待，个体就

更容易采用一种回避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四）社会

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环境、重大社会事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3 年第 4期  总第 531 期80 家  教

心主张

件在更深远的层面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理

状态。对于青少年来说，科技、网络高速发展在带

来各种高效便捷的同时无疑也在悄悄改变着他们

的精神结构。游戏、短视频在用丰富的高频、高刺

激性信息大大提高个体感受力阈值的同时也发挥

着重要的社会和心理功能，让青少年在其中以更

便捷的方式获得归属感、胜任感和成就感。相对而

言，充满冲突、挫败的现实生活和学习在很多青少

年看来就是一场投入与付出不成正比的“打不赢的

游戏”，这难免有些乏味无趣。

研究显示，疫情也是厌学拒学的一个催化因

素，与线上线下不断切换的学习模式相伴随的电子

产品使用、亲子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对很多学生的

学习动力和心理状态都产生着更为复杂的影响。

三、改变的契机：厌学拒学孩子的家庭支

持策略

当孩子在应该学习的年纪不能像同龄人一样

去学校接受教育，而是留在家中过着在父母看来

“晨昏颠倒”“昼夜不分”的生活，这对家庭而言无

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这个挑战面前，父母的内心感受通常会非常

复杂。他们可能困惑于“好好的孩子，怎么突然就

变了一个人”？又可能愤怒于“为什么别人的孩子

都好好在上学，偏偏我的孩子这么脆弱，扛不住压

力，经不了挫折”？当要面对“接下来要拿这个不

去上学的孩子怎么办”的问题时，家长也有可能是

无助的。这些复杂的感受背后，一定也会有对孩子

未来发展深深的担忧，这个孩子的人生接下来要何

去何从？

个体成长与发展的方向无疑与他经历的重大

事件有关。但同时也可能与他经历了这些事件后

的重要生命体验及如何被他人对待有关。当厌学

拒学发生，家庭如果能恰当温柔地对待厌学拒学

的孩子，也许厌学拒学中就孕育着家庭和孩子改

变的契机。

（一）对厌学拒学的允许

当孩子厌学拒学宅在家里，很多父母会迫切希

望孩子尽快“好起来”。而好起来的标准就是孩子

能够回到学校去学习。但回到对厌学拒学动力的理

解，就能看到“厌”和“拒”其实更像是孩子发出

的某些信号，它们可能关乎孩子积蓄已久的痛苦体

验、关乎孩子曾经或正在经历的人际伤害、关乎孩

子对家庭的担忧挂念……

如果这些“信号”背后深层的需求还未曾被真

正看到和理解，父母就着急于要把孩子送回学校，

这通常会导致更强烈的反抗与拒绝，也更容易失去

与孩子真正的联结。

当孩子出现厌学拒学，家庭可能需要先对厌学

拒学有一些包容和允许，为孩子营造出一个缓冲、

涵容情绪的空间。如此才有可能真正贴近孩子内心

“被听到”“被看到”“被理解”“被尊重”的渴望。

（二）回到父母自己

当孩子的发展遇到阻滞，父母难免会觉得紧

张、焦虑、担忧，甚至自责或者羞耻。这些复杂的

感受可能首先需要被父母自己看到、理解、照顾和

表达，才能恢复信心和力量更好地去帮助孩子。

如果父母自身有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夫妻关

系、人生发展等相关的心理成长议题，也需要认识

到家庭遇到的困境可能正是做出转变的契机。父母

需要直面这些问题并在恰当的心理界限内反思、觉

察处理好自己人生的未尽事宜。

（三）发展有功能的家庭互动

当父母能够先回到自己，整理稳定好自己的状

态，就有可能成为孩子有效的压力缓冲器，也更能

够为孩子的“动荡”提供一个涵容的空间。

父母要和孩子在这个空间内发展出有功能的

互动模式。这个模式中，父母和孩子界限清晰但又

能彼此理解支持，也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同找

到未来更多的方向和可能。

此外，如果孩子情况复杂，家长也要提升学习

力，积极与心理专业人员沟通。保持开放的心态，

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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