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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幼师生学习适应性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以安阳幼儿师范学校为例

张瑞平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安阳　４５６１５０）

摘　要：学习适应性是主体根据环境及学习的需要，努力调整自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心理和行为。幼师生正处于青

年早期，是心理发展和知识技能情感培养的重要时期，对幼师生学习适应性作出准确的诊断，并给予科学指导与帮助，对幼师

生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安阳幼儿师范学校为个案对幼师生学习适应性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研究，调查显示，幼师

生的学习适应性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幼师生在学习态度、学习技能、学习环境和心身健康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问题；幼师生学习适应性在年级略有差异，但差异均不显著，对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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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概念界定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生学习适应性问题受

到我国学者、教师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于学习适应

性概念的界定也较为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郑日昌

（１９９４）认为：学习适应性是个体与学习环境相互作

用过程中，以一定的行为动作积极地反作用于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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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而获得平衡的心理能力［１］；田澜（２００２）指出：学

习适应性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学习条件（学

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环境等）的变化，主动做出身

心调整，以求达到内外学习环境平衡的有利发展状

态的能力［２］；陈晓杰（２００４）认为：“学习适应性是当

个体周围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发生改变时，个体为避

免或改变学习效能下降而主动克服困难改变自身，

以期取得良好学习效能的一种能力”［３］；徐小军

（２００４）认为，学习适应性是指个体依据学校内外环

境条件的变化及自身学习需要，主动调整自己的学

习动力与行为，提高学习能力，使自身的学习心理和

行为与不断变化的学习条件相互协调、取得良好学

习成就的能力特征［４］；冯廷勇（２００６）等认为，学习适

应性是指主体根据环境及学习的需要，努力调整自

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心理与行为［５］。

本研究认同冯廷勇（２００６）等对学习适应性的界

定，即学习适应性是主体根据环境及学习的需要，努

力调整自我，以达到与学习环境平衡的心理和行为。

（二）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１日，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精

神，积极发展学前教育，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发

展，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

见》（国发（２０１０）４１号），该文件明确指出，要 “加快

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良、结构合理

的幼儿教师队伍。”而幼儿师范学校是培养幼儿教师

的主要基地，作为未来幼儿教师的幼师生，他们是未

来幼儿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学习适应性必

将对幼儿的成长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影响着我

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但近几年来，随着高

等院校的扩招、师范教育体制的改革，幼儿师范学校

的生源质量严重下降，中招考试对于中等幼儿师范

学校已没有什么意义。“昔日百里挑一，今朝来者不

拒”，他们基本是中招考试分数不高无缘进入普通高

中的学习成绩不良者，甚至有的是中途辍学的无业

青少年，他们的学习能力、学习习惯、文化修养等整

体素质比较低下。幼师生源质量的严重滑坡为幼儿

师范学校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急需加强研

究和积极应对。“低素质、高要求”的矛盾要求我们

对每一个幼师生的学习适应性进行科学准确的诊

断，寻求提高幼师生学习适应性的主要途径，为社会

输送合格乃至优秀的幼教人才。但查阅文献可发

现，国内外学者、教育工作者对中小学生学习适应性

研究很多，而对幼师生学习适应性进行研究的却甚

少，笔者仅检索到２篇相关论文，如，赵志民（２００８）

通过对石家庄幼儿师范学校２２８名学生的调查研究

表明，学习策略教学和训练能够提高幼师生的学习

成绩，使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显著提高［６］。但其仅考

虑到学习策略对幼师生学习适应性的影响与作用，

未能从影响幼师生学习适应性的多个因素出发，全

面研究探讨提高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水平的对策；杨

彦（２００９）对北京幼儿师范学校１５５名幼师生的调查

研究表明，幼师生学习自我效能感、学习适应性和数

学学业成绩三者之间均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７］，但

其对如何提高幼师生学习适应性并未做深入的探讨

与研究。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调查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学

生学习适应性的现状，了解幼师生学习适应性中存

在的问题，为幼儿师范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为提高

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提供实证性的数据和参考。

二、研究对象、工具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抽取安阳幼儿师范学校部分学生为研究

对象，对在校的两个年级的幼师生进行了调查。发

放问卷５４７份，收回有效问卷５１６份，有效率达

９４．３３％。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周步成等人

１９９１年修订的《学习适应性量表》（简称ＡＡＴ），该

量表的折半系数为０．７１－０．８６，重测相关系数为

０．７５－０．８８，具有较高的建构效度。该量表同时还

编有效度量表，用于检测回答的一致性，以便于剔除

无效问卷。该量表包括４个分量表（共含１２个内容

量表）。量表的每个题目实行三级计分，分别记０、

１、２。统计时，先算出每个学生学习适应性的原始

分，然后将原始分转换成标准分，最后把标准分转换

成相应的等级。标准分６５分以上者为５级（优等），

５５－６４分之间的为４级（中上），４５－５４分之间的为

３级（中等），３５－４４分之间的为２级（中下），３４分

以下的为１级（差等）。其中，处于２级（中下）和１
级（差等）为学习适应不良［８］。本测验有全国常模

（参看表１右列），可进行比较。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采取调查研究法，辅以分析法、文献

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并借助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３．０
对数据统计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结果

１．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总体水平

（１）幼师生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情况

从表１可知，被调查的５１６名幼师生的学习适

应性平均等级为２．２６，低于全国常模平均等级“３”，

这说明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从各

等级分布情况来看，有３９．９２％的幼师生学习适应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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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处于中等或中上水平；有６０．０８％的幼师生学习

适应性处于中下或差等水平，也就是处于学习适应

不良状态，学习适应性达到优等水平的幼师生仅有

０．５８％，明显低于７％的全国水平。

从表１还可以看出，经卡方检验，本次调查的

５１６名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总体等级分布情况与全国

常模比较，所得相伴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０１，说

明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总体水平与全国常模存在极其

显著差异，幼师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显著低于全国

水平，并呈现出集中趋势，即中下、差等（适应不良）

较多，中等、中上者较少，优等更少。

表１　幼师生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情况（Ｎ＝５１６）

等级 人数ｎ 百分比％
全国常模

百分比％

５优等 ３ ０．５８ ７

４中上 ５６ １０．８５ ２４

３中等 １４７ ２８．４９ ３８

２中下 １７４ ３３．７２ ２４

１差等 １３６ ２６．３６ ７

平均等级 ２．２６ ３

与全国常模比较ｘ２＝３７６．３６５ ｄｆ＝４ 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２）幼师生学习适应性各因素发展水平

表２　幼师生学习适应性各因素等级分布情况（Ｎ＝５１６）

因素
５优等 ４中上 ３中等 ２中下１差等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平均

等级
排序

学习热情 １１ ２．１３ ３７ ７．１７ ９７ １８．８０ １０４ ２０．１６ ２６７ ５１．７４ １．８８ １０

学习计划 ２０ ３．８８ ５５ １０．６６ ８７ １６．８６ １５１ ２９．２６ ２０３ ３９．３４ ２．１０ ９

听课方法 ７ １．３６ ３２ ６．２０ ７３ １４．１５ １０８ ２０．９３ ２９６ ５７．３６ １．７３ １２

读书与记笔记方法 ７６ １４．７３ ８６ １６．６７ １１１ ２１．５１ １１６ ２２．４８ １２７ ２４．６１ ２．７４ ４

内 学习技术 １４ ２．７１ ４２ ８．１４ ６３ １２．２１ ９６ １８．６０ ３０１ ５８．３３ １．７８ １１

容 应试技术 ２５ ４．８４ ５４ １０．４７ ９０ １７．４４ １２７ ２４．６１ ２２０ ４２．６４ ２．１１ ８

量 家庭环境 ２６ ５．０４ ７５ １４．５３ １２９ ２５．００ １２３ ２３．８４ １６３ ３１．５９ ２．３８ ５

表 学校环境 ２４ ４．６５ ５７ １１．０５ １１０ ２１．３２ １３０ ２５．１９ １９５ ３７．７９ ２．２０ ７

朋友关系 ８６ １６．６７ １２６ ２４．４２ １５５ ３０．０４ ９８ １８．９９ ５１ ９．８８ ３．１９ ２

独立性 １２５ ２４．２２ １５９ ３０．８１ １３０ ２５．１９ ７４ １４．３４ ２８ ５．４３ ３．５４ １

毅力 ７１ １３．７６ ９０ １７．４４ １３０ ２５．１９ １０２ １９．７７ １２３ ２３．８４ ２．７８ ３

心身健康 ９ １．７４ ５７ １１．０５ １４８ ２８．６８ １６６ ３２．１７ １３６ ２６．３６ ２．３０ ６

分量表 Ⅰ学习态度 ３ ０．５８ ２９ ５．６２ ８８ １７．０５ １５９ ３０．８１ ２３７ ４５．９３ １．８４ ４

Ⅱ学习技能 ２１ ４．０７ ５３ １０．２７ ９９ １９．１９ １５４ ２９．８４ １８９ ３６．６３ ２．１５ ３

Ⅲ学习环境 １５ ２．９１ ６７ １２．９８ １７４ ３３．７２ １８７ ３６．２４ ７３ １４．１５ ２．５４ ２

Ⅳ心身健康 ２７ ５．２３ １１７ ２２．６７ １６８ ３２．５６ １６５ ３１．９８ ３９ ７．５６ ２．８６ １

全量表 ３ ０．５８ ５６ １０．８５ １４７ ２８．４９ １７４ ３３．７２ １３６ ２６．３６ ２．２６

全国常模 ７．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８．００ ２４．００ ７．００ ３．００

　　从表２可以看出，幼师生学习适应性各因素发

展水平较低，多为中下或差等，１２个因素中除“朋友

关系”、“独立性”两个因素的平均等级高于中等“３”

外，其他１０个因素的平均等级均低于中等“３”，处于

中下等水平。由此可见，幼师生学习适应性各因素

水平多数较差，且各因素发展不平衡。通过对内容

量表的平均等级排序可知，幼师生在“独立性”上的

平均等级（３．５４）最高，“朋友关系”（３．１９）次之；幼师

生在“听课方法”上的平均等级（１．７３）最低，“学习技

术”（１．７８）次之。各因素发展水平排序为：独立性

（３．５４）＞朋友关系（３．１９）＞毅力（２．７８）＞读书与记

笔记方法（２．７４）＞家庭环境（２．３８）＞心身健康（２．

３０）＞学校环境（２．２０）＞应试技术（２．１１）＞学习计

划（２．１０）＞学习热情（１．８８）＞学习技术（１．７８）＞听

课方法（１．７３）。

从表２还可以看出，幼师生在学习适应性各分

量表上发展水平也较差，多为中下或差等，通过对分

量表的平均等级排序可知，幼师生在“心身健康”（包

括独立性、毅力、心身健康三个因素）上的平均等级

（２．８６）最高，学习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朋

友关系三个因素）次之，学习技能（包括读书与记笔

记方法、学习技术、应试技术）第三，在“学习态度”

（包括学习热情、学习计划、听课方法三个因素）上的

平均等级（１．８４）最低，幼师生的学习适应性在各分

量表的排序为：心身健康（２．８６）＞学习环境（２．５４）

＞学习技能（２．１５）＞学习态度（１．８４）。

经卡方检验，内容量表的１２个因素及４个分量

表的等级分布情况与全国常模比较，得到的相伴概

率均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说明幼师生学习适应性

在四个分量表及内容量表中的１０个因素等方面明

显低于全国常模分布，只有内容量表中的“独立性”、

“朋友关系”两个因素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幼师生学习适应不良检出率

由表３可以看出，幼师生在总量表上的不良检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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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率为６０．０８％，在四个分量表上的不良检出率由

高到低的排序为：学习态度（７６．７４％）＞学习技能

（６６．４７％）＞学习环境（５０．３９％）＞心身健康（３９．

５３％）。其中幼师生在学习态度上的不良检出率最

高，高达７６．７４％，心身健康不良好检出率最低，但

其检出率（３９．５３％）也高于全国平均不良检出率

（３１％），这和幼师生各因素平均等级分布相一致。

表３　幼师生学习适应不良检出率（Ｎ＝５１６）

总量表

分量表

Ⅰ学习

态度

Ⅱ学习

技能

Ⅲ学习

环境

Ⅳ心身

健康

检出人数ｎ ３１０ ３９６ ３４３ ２６０ ２０４

检出率％ ６０．０８ ７６．７４ ６６．４７ ５０．３９ ３９．５３

排序 １ ２ ３ ４

　　由图１可知，幼师生在学习热情、学习计划等

１２个内容量表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不良，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听课方法、学习技术和学习热情，不良

检出率均在７０％以上。１２个因素的不良检出率从

高到低依次为：听课方法（７８．２９％）＞学习技术

（７６．９４％）＞ 学习热情 （７１．９０％）＞ 学习计划

（６８．６０％）＞ 应试方法 （６７．２５％）＞ 学校环境

（６２．９８％）＞ 心身健康 （５８．５３％）＞ 家庭环境

（５５．４３％）＞读书和记笔记方法（４７．０９％）＞毅力

（４３．６０％）＞ 朋 友 关 系 （２８．８８％）＞ 独 立 性

（１９．７７％）。其中，只有朋友关系和独立性两个因素

的不良检出率低于全国平均不良检出率（３１％）。

图１　幼师生学习适应不良在内容量表上的检出率

２．幼师生学习适应性年级差异比较

（１）年级总体差异

Ａ．等级差异

表４　不同年级幼师生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情况

年级
５优等 ４中上 ３中等 ２中下 １差等 总数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平均

等级
排序

一年级 ２ ０．７１ ２７ ９．６４ ８９ ３１．７９ ９０ ３２．１４ ７２ ２５．７１ ２８０ １００ ２．２８ １

二年级 １ ０．４２ ２９ １２．２９ ５８ ２４．５８ ８４ ３５．５９ ６４ ２７．１２ ２３６ １００ ２．２３ ２

总体 ３ ０．５８ ５６ １０．８５ １４７ ２８．４９ １７４ ３３．７２ １３６ ２６．３６ ５１６ １００ ２．２６

全国常模 ７．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８．００ ２４．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从表４可以看出，一年级被调查的２８０名幼师

生中，学习适应性优等的仅有０．７１％，中等和中上

占４１．４３％，中下和差等占５７．８５％；二年级被调查

的２３６名幼师生中，学习适应性优等的占０．４２％，

中等和中上占３６．８７％，中下和差等占６２．７２％。从

两个年级的学习适应性等级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两

个年级的学生学习适应性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各年级相比较而言，一年级的学习适应性略高于

二年级，但差异不明显。

Ｂ．各因素发展水平差异

经过方差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一、二年级幼师

生的学习适应性在总量表、四个分量及学习热情、学

习计划、听课方法、读书与记笔记方法、学习技术、应

试技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独立性、毅力、心身健

康等１１个内容量表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只有“朋

友关系”这一内容量表上方差检验的Ｆ值的相伴概

率为０．００２，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说明两个年级只

在“朋友关系”这一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别。

Ｃ．学习适应不良检出率

从表５可以看出，一、二年级幼师生的学习适应

性不良检出率分别为５７．８６％、６２．７１％，二年级的

学习适应不良检出率高于一年级，这和一、二年级学

习适应性等级分布情况一致。

表５　不同年级幼师生学习适应不良检出率

一年级 二年级 总体

检出人数ｎ １６２ １４８ ３１０

检出率％ ５７．８６ ６２．７１ ６０．０８

排序 １ ２

（二）小结与讨论

幼师生的学习适应性平均等级是２．２６，明显低

于全国常模平均等级３，说明幼师生的学习适应性

水平较低，其学习适应不良检出率为６０．０８％，明显

高于全国高中生平均不良检出率（３１％），这和赵志

民、杨彦的调查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的研究表

明多数幼师生的学习适应性处于正常水平，造成这

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使用的测验量表不一致、

选取样本存在差异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幼师生

在学习态度、学习技能、学习环境、心身健康等分量

表上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水

平低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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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环境因素

环境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因素，进入幼儿师

范学校后，学生所处环境的变化是影响学生学习适

应性的重要外部原因。

（１）家庭环境的变化

在初中，父母对孩子还抱有很高的期望，他们殷

切希望孩子能够顺利进入普通高中，将来步入大学

的门槛，他们对孩子的学习关注程度较高，但孩子中

考失利，进入幼儿师范学校后，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期

望骤然减弱。家长过低的期望使得学生学习兴趣及

学习信心变低，甚至产生厌学、自卑等心理。调查显

示：幼师生在“家庭环境”这一因素上的平均等级只

有２．３８，明显低于全国平均等级“３”。此外，初中

时，学生多为走读，父母与孩子接触、交流的机会较

多，对学生的学习了解、监管或督促也就较多。进入

幼儿师范后，绝大多数学生住宿，家长了解孩子学习

的机会很少，更谈不上对孩子学习的督促与指导，有

的甚至把孩子往学校一送，对孩子的学习不管不问，

家长的纵容与放任，也是造成幼师生学习适应不良

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学校环境的变化

学校是幼师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环境

的变化是影响幼师生学习适应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调查结果显示：幼师生在“学校环境”这一因素上的

平均等级只有２．２０，明显低于全国平均等级“３”，这

和幼儿师范学校管理方式、课程设置的变化有着密

切的关系。

学校管理方式的变化是幼师生学习适应不良的

重要因素之一，多数初中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主要是

实行“他律”，在教学管理上抓的比较紧，学习自由支

配的时间很少。进入幼儿师范学校后，学校对学生

的管理主要是自主管理，要求学生能够实现“自律”，

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增多，面对这突然增多的

自由时间，许多学生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

利用。

课程设置的变化也是致使幼师生学习适应不良

的因素之一。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开设的课程

科目较少，内容浅显易懂。进入幼儿师范学校后，开

设的课程骤然增多，不仅有学生初中时熟悉的语、

数、外、理、化、生、政、史、地等基础文化课，音乐、美

术、舞蹈等初中时的“副课”转眼成了“专业课”，还有

闻所未闻的诸如心理学、教育学、卫生保健、教学法

等专业理论课程等等，面对这些课程的变化，许多学

生感到压力很大，不知道该如何学习。

２．教师因素

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合作者

和帮助者，是学生成长中的重要引导人，教师的教直

接影响着学生的学，其中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水平

是影响学生学习适应性的重要因素。

（１）教育观念片面

教师在教育观念方面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幼师生

认识上的片面性。幼师生学习基础差，学习主动性

不足，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把幼师生看作是被动

的教育对象，而不是积极能动的学习主体。他们缺

乏对幼师生全面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很少能用发展

的眼光去看待学生，他们没有认识到学习再差的学

生也有学习的潜能，他们常常把学习成绩差或学不

会归因于学生不愿学、不会学，很少从自身的教育教

学上查找原因。

教师在教育观念上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幼师

生的消极期望。由于教师不能认识到幼师生尤其是

学习适应不良学生的学习潜能，所以，他们对学生也

从来不抱有太大的期望。对那些学习适应不良的幼

师生往往只要求不扰乱课堂纪律、不影响他人学习

就行。教师对学生的消极期望致使一些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兴趣越来越低，学习

上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２）教学要求不适当

因对学生缺乏正确的认识与评价，教师对学生

的教学要求出现了两种偏差：一是要求过严、过高，

有些老师认为，我们培养是未来的幼儿教师，他们担

负着祖国的未来，对他们的要求不能降低、放松。因

此，在教学中，这部分老师本着“高标准、严要求”进

行教学，结果导致“难学———畏学、厌学———更难

学”；二是要求过宽、过低，有的老师认为，学生基础

差、学习能力低，他们在教学中一味迎合学生的口

味，教学内容一再删减，教学难度一再降低，甚至考

试前把题目印好发给学生，教师把饭喂到嘴边学生

都不愿意张嘴。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学要求过高或

过低，都不能激起学生学习的欲望与兴趣，教师往往

忽略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３．学生自身因素

教育环境、教师的教学对幼师生的学习有着重

要作用，但它们只是影响幼师生学习适应性的外部

因素。幼师生作为学习活动的主体，他们自身的文

化水平、认知能力、学习态度、学习技能及意志力等

才是影响其学习适应性水平的内在原因。

近几年来，随着高等院校的扩招，师范教育体制

的改革，进入幼儿师范学校的“门槛”越来越低，中招

考试２００分的学生即可被“３＋２”大专录取，中专三

年制的学生基本都是２００分以下，文化水平低下、理

解能力差、学习能力差等是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水平

低下的主要原因。具体体现为学习态度水平低下，

不愿学习；学习技能水平低下，不会学习；心身健康

水平低下，无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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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策与建议

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总体水平较差，无论是一年

级还是二年级的幼师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习适

应性问题。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学生观

幼师生学习“基础差、底子薄”，学习适应性水平

低下，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更应该清楚对于这一

现实，我们的家庭、学校乃至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

任，我们不能一味归咎于学生。维果斯基的“最近发

展区”理论认为［９］：每一个学生都存在两种水平：一

是现有水平；二是潜在水平，他们之间的区域称为

“最近发展区”。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学生的现有水平

不同，潜在水平也不同，即每个学生都有发展的潜

能，学生的潜能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一名教育者，我

们应该在教育观念的指导下，重新审视学生，用发展

的眼光正确看待学生。我们应该勇敢地承担自己的

责任和义务，努力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

进步和发展，而不是一味地消极抱怨学生“水平低”。

２．优化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学习环境是学习适应性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

影响学生学习适应性的主要因素，它不仅为学生的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刺激，而且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重

要的影响［１０］。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正是认识到了

学习环境对个人成长的重要作用。当今社会，“环境

育人”已经成为教育者的一个共识。因此，我们应通

过家校沟通、科学管理、改善教学环境等多种措施，

为幼师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一个

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和发展。

３．调整教学要求，提高幼师生学习准备水平

学习准备是指学生原有的知识水平或心理发展

水平对新的学习的适应性［９］。教学要求与学生的学

习准备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两者之间相互对立、

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是一种对立统一

的关系。调整教学要求使之适应学生现有的学习准

备状态，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从根本上提高

学生的学习水平。多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适当而贴切的教学目标或教学要求可以激发学生学

习动机，提高学生学习准备水平；不切实际的教学目

标或要求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积极性、自信心。近

年来，因多种因素的影响，幼师生整体素质低下，学

习水平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幼师生学习

活动的引导者、促进者、帮助者的教师，我们应该接

受现实，并根据学生的现实水平调整我们的教学要

求，教学要求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既要适应幼

师生的现有水平，又要促进幼师生的发展。即教学

要求一方面要适应幼师生现实的学习准备，即现有

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和情意状态等；另一方面又要

促使可能达到的潜在水平，即“最近发展区”成为现

实，使每个学生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４．加强学法指导，提高幼师生学习能力

良好的学习方法有助于学生低负担、高效能地

完成学习任务［９］。我们要根据幼师生的学习特点和

各种不同学习环节、学习场合、学习阶段的学习方法

特点，指导幼师生科学地选择和运用有效的适当的

学习方法［１１］。除了指导学生掌握制订学习计划、预

习、听课、复习、做作业、课外阅读、应试等几种最基

本的学习方法外，还要根据教学实际，对各科学习中

的一些特殊的学习方法进行指导，要通过多种途径

与形式进行学习方法指导，如开设专门的学法指导

课或学习方法专题讲座，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学法

大比拼”，为幼师生搭建学习方法交流的平台，促进

幼师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同时，也要注意针对每个

学生在学习方法上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个别地具体

地指导，提高其学习能力。

５．因材施教，提高学习指导的针对性

调查结果显示：幼师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较低，

其中不同年级的幼师生学习适应性水平不同，个别

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水平也存在差异。在教育教学

中，我们应该根据幼师生年级、群体差异和学生个体

之间的差异“因材施教”，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切实

提高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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