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高中生“行动力”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在高中生的学习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个体差异，导致学生成绩两极分化，对

此现象教育工作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将从“行动力”的角度试加以探讨。

一、行动力的内涵

关于“行动力”的含义。黄文浩认为, 行动力是指激发、维持个体指向某种

目标而活动的一种驱动力, 主要表现为机会的把握力和行动的持久力。所谓机会

的把握力, 是指个体能迅速把握机会、利用机会达成人生目标的能力;所谓行动

持久力, 也就是维持个体指向性目标行动的外在表现力[1]。我们可以从三个方

面把握行动力的内涵:一是行动力具有意图性和目标性, 二是行动力具有活动性

和操作性, 三是行动力具有坚韧性和持久性。行动力强的人有目标且有计划, 行

动快却不盲动, 果断而有毅力。可以说,行动力是尽快地将理想变为现实、解决

实际问题、提高自我效能感、体现生命价值的重要能力。[2]

以上“行动力”的解释，适用于所有人，那么对于高中生，可以细化为“学

习行动力”，学习行动力的核心是“动”, 即调动学生所有的感觉器官去体验学

习过程中的乐趣, 它包括动脑、动手、动口等因素。数学课堂上的学习行动力包

括由“学习内驱力”“学习质疑力”“学习表达力”“学习探究力”等组成的促进

学生“会学数学”和“乐于学数学”的各种基本能力和推动力[3]

更加通俗的解释，“行动力”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中的“动手”能力，如听课的记笔记；课堂上随着老师的指示进行演

算，练习；课后独立完成作业等等。

2.学习中的“动脑”能力，比如主动地深入地思考，探究，查资料，合作研

究等等。

3.“行动”的欲望，克服惰性的能力，克服“拖延症”的能力。

二、高中生行动力的现状及原因

不少一线教师都在抱怨学生“一代不如一代”，确实目前学生的运算能力比

起以前的学生有所下降，具体体现在运算速度慢，错误率高；有一些问题学生明

知道方法，但是计算会很困难，以本次公开课为例，为了上课做好准备，提前一

天上课时专门复习过数列递推式得到通项公式的方法，而且还花了时间让学生做



练习，可是在第二天上公开课时，遇到同类型的问题，学生用了很长时间进行推

导，导致场面一度很沉闷，同时发现学生基本上都知道推导的方法，但是落到手

上，并不能很好地完成。

在听课方面，学生中呈现出分化现象，有的学生行动能力强，可以跟上老师的节

奏，上课非常兴奋。也有部分学生心不在焉，既不动手，也不动脑，昏昏欲睡，

越是不行动，越是跟不上，养成恶性循环。

在课后主要体现在遇到困难时的表现，遇到困难应该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

自己努力思考，多方尝试，最终解决。二是自己实在无法解决时，可以合作研究，

或者找老师同学帮助。而现在的学生很少自己独立思考，有些问题在其能力范围

内，如果经过认真思考、尝试是可以解决的，而学生跳过了自己思考这个步骤，

直接去问老师同学，或者“看”答案，这样就使得学习效果大打折扣。更有甚者，

部分学生会直接放弃，懒于动脑动手。

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1，没有学习目标，从而没有学习动力。很多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习，只

是应家长的要求来学习，或者说，如果不来学校，他们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只

好学习，这样的状态会导致学习没有主动性，所以没有行动力

2，基础薄弱，数学离不开运算，小学和初中做题量少肯定会影响对知识的

理解，接受新知识时的反应速度，某一时刻的反应迟钝会导致思维断裂，高中的

学科尤其是理科，衔接性非常强，思维断裂会导致学习无法进行下去。

3，学习习惯差，一直以来没有养成勤于动手，动脑的习惯，到了高中也没

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4，无法克服惰性，意志力薄弱，对自己要求太低，没有对学习的热情和主

动性，被动学习，遇到困难不想解决，越积累越多，导致最后不能解决。

5，课外补习的冲击，使学生有了“即使课堂上掌握不好，还可以去补课”

的心理，甚至补一次不行就多补几次的心理，使得学生不重视学习效率，而是用

“多次返工”的方式去学习。这种情况下，有些题目类型经过多次重复，学生看

一眼就能知道属于哪一类题型，也能想到用什么方法，但是真正计算起来，仍然

会出现算错或者算得很慢的情况，这就是动手少造成的后果。

三、高中生行动力的形成条件

1.激发兴趣，提升学习动力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数学这种基础学科，兴趣尤为重要。在

教学过程中经常可以发现，如果学生不能做到眼到，手到，心到，很容易就会觉

得困倦。相反那些能够及时跟上老师思维的，往往都会显得很兴奋，反应灵敏，

由此可见学习过程中必须要“动”起来。

2.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目前已经成为教育的共识，它包括安排时间、集中注意

力、把握关键点，课后定时复习，钻研问题等方面。所有这些环节，其实都需要

学生行动起来。有些学生一开始并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但是经过长

时间的练习实践，最终可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习惯一旦养成，不仅仅在求

学阶段，对于学生将来进一步深造以及将来从事的工作，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3.加强合作意识，增加交流

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独立钻研从而解决问题是最佳途径，

但是有时候限于时间或其他因素，需要与他人合作解决。现在很多学生有一个误

区，就是把请教别人当成合作研究，实际上这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方法，效果不佳。

真正的合作探究应该是大家都有想法，把各自的想法融合到一起，取其精华，这

就需要每个人都要主动地思考，有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到所研究的问

题中去。

四、高中生行动力的培养策略

关于怎样提高学生的“行动力”，有以下几点设想：

1. 确立明确、适中的目标。明确目标是做好事情的出发点。目标就是努

力的方向, 它引导、匡正着人们的行为。目标确立还应该遵循适中的原则。

目标的确立并不是越远大越好, 必须根据自身条件及周围的客观环境来做

决定。应理性分析现状, 对自己目前所处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应对自身存在

的潜力进行评估, 确立自己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而且将目标细化。高

中生可以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指导下，做一些人生规划方面的尝试，确立

长期目标，继而确定高考目标，本学期学习目标，月目标，周目标等等，

并且可以请家长老师或同学做好监督工作。

2.思想上加以引导，让学生明白他们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体，老师能教会他们

知识和方法，但是真正用到实践中是他们的任务，必须经过主动的学习，大量的

练习，要有“吃苦”的决心和准备，才能有所提高。还要鼓励学生志存高远，不



能得过且过，要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

3.重点关注“行动力”差的学生，发动“行动力”强的学生对他们进行帮助，

利用学生相互之间的影响力，潜移默化地进行转化，帮助他们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学习上遇到困难应该首先考虑自己解决。

4.利用学校的力量。目前学生大量地在外补课，究其原因，除了看到别人学

生补课，生怕自己落下的心理外，还有一种“自由”的感觉。而另一方面，学生

天生对学校有一种“敬畏”的感觉，所以老师要利用学校的这种优势，用一种类

似于“强制”的方式，让学生多做一些练习，以数学为例，高考题目中大概有百

分之七十都是基础题，如果对于这些基础题，学生都能做对，不出任何差错，已

经可以得到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现在很多学生根本不愿意花时间去练习基

础题目。所以，学生还是不能离开学校，学校才是学生教育的主要阵地。

5.通过家长，让学生在家也勤快起来，能够做点家务，帮父母分担点家庭事

务。学生是一个整体，懒惰也不止是体现在学习上。同样，学习上行动能力强的

学生，在家里应该也是一个勤快的孩子，事实上，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虽然看

不到他们在家中的情形，就从学校里物品的摆放，书本练习册的归类放置就可以

看出其条理性。美国教育家杜威也认为:“习惯使我们能控制环境, 并且能为人

类的利益利用环境。习惯有两种形式, 一是习以为常的形式, 就是有机体的活动

和环境取得全面的、持久的平衡;另一种形式是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活动, 借以应

付新的情况的能力。前一种习惯提供生长的背景;后一种习惯构成继续不断的生

长。主动的习惯包含思维、发明和使自己的能力应用于新的目的的首创精神。这

种主动的习惯和以阻碍生长为标志的墨守成规相[4]。所以，可以尝试通过“家

校结合”来提高学生的“行动力”。

2018 5.21

参考文献：

[1]黄文浩.为者常成, 行者常至——刍议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及

养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5) :74～76

[2]梁涛.青年行动力缺失的表征、原因及对策[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13,26(02):9-12.

[3]徐利国,徐占祥.学习行动力:初中数学高效课堂的动力[J].教学月刊(中

学版下),2011(10):52-5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JMLK200905023&v=Mjk2NDRaYkc0SHRqTXFvOUhaNFFLREg4NHZSNFQ2ajU0TzN6cXFCdEdGckNVUkxLZll1UnZGQ3ZnVjd6QUx5REg=&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jSnZqRXNya1F6cG9rOGRUZW5KRkpDK3BY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JMLK200905023&v=Mjk2NDRaYkc0SHRqTXFvOUhaNFFLREg4NHZSNFQ2ajU0TzN6cXFCdEdGckNVUkxLZll1UnZGQ3ZnVjd6QUx5REg=&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jSnZqRXNya1F6cG9rOGRUZW5KRkpDK3BY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


[4]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6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BBD&filename=0007107106872001&v=MjYyMDVEZDlTSDduM3hFOWZidm5LcmlmWnU1dkV5dmtVTHpOSkYwY1ZWMjdHYks0R2RETXFZZENadXNQRFJNOHp4VVNt&uid=WEEvREcwSlJHSldRa1Fhb09jSnZqRXNya1F6cG9rOGRUZW5KRkpDK3BY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