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暑期，多地医院的学习困难诊室迎来就诊高峰。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
无法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存在“学习困难”，有的认为学习成绩不理想就是“学
习困难”，也有的家长希望通过医生的帮助提高孩子学习成绩。成绩不好就是
“学习困难”吗？怎么辨别孩子是否存在“学习困难”？首都儿科研究
所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对这些问题作出
解答。

成绩不好 = “学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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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如何判断孩子是否
存在“学习困难”？

  张丽丽介绍，通常情况下，
老师在课上讲的内容孩子听不明

白、父母或者其他人辅导之后还是
学不会，“孩子付出了比其他同学

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但效果仍然不
好，我们可能就要考虑是学习技能的

问题了。对于这种情况，家长需要来医
院就诊，查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学
习困难’。”
　　张丽丽以百分制来说明，孩子的成绩达
到60分以上，也就是知识内容能掌握一半以
上，说明他不存在“学习困难”，如果孩子
的成绩总是不及格，这时就要寻求专业医生
的帮助，分析原因并及时进行干预。“还有
一种情况，如果孩子之前成绩特别好，却突
然出现大幅度下降，也需要去找出原因，
是情绪问题？是专注力问题？还是学业负
担过重？”张丽丽说，“学习困难”常
见于学龄期的孩子，小学阶段比较突
出，另外，部分初一学生和高一学生
也会出现“学习困难”。
  “学习困难”产生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要首先进行智力水平、
注意力缺陷等检查，再根据孩

子的具体表现做出诊断。从
实 际 门 诊 就 诊 情 况 来

看，多动症的孩子比

较多见，基本占到就诊人数的2/3。
“多动症的孩子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
行为训练，都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张
丽丽说。
  对于成绩不好要去看医生这个问题，网
友们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在问答网站知
乎上，不少网友认为，除了生理原因导致
“学习困难”需要就医外，家长应该正确认
识孩子的特点，不可有困难乱投医。
  一位网友表示，不建议家长仅以学习不
好为由带孩子去看医生（心理问题除外），因
为这种行为会对孩子的内心潜移默化产生
影响 ，让孩子觉得“我有病 ，所以学习不
好”，反而会对孩子学习造成更大的阻碍。
  还有网友认为，“学习困难”并不是一
种“疾病”，而是客观的行为表现。绝大部
分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是希望了解孩子“学
习困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孩子患
有神经发育性疾病而导致他们难以发挥出正
常的学习功能，还是因为孩子有其他疾病，
如阅读障碍、对立违抗障碍、智力发育迟缓
等，而导致孩子在学业上进步缓慢。
  如果孩子真的是因为患病而导致“学习
困难”，那普通的教育、养育方法一定不足
以让孩子的情况有明显改善，可能需要配
合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如行为干
预）来帮助孩子。
  所以家长一旦决定带孩子看
医生，一定要遵医嘱。

 　“每次都能考100分，为什么这次考了98
分？”门诊中，张丽丽也遇到过重点班的孩
子，父母的期望值非常高。“家长认为孩子出
现了学习问题，实际上是他们设定的目标太
高、对孩子的要求太高了。孩子觉得自己什么
都干不好，对学习出现抵触情绪。”张丽丽
说，家长不能拿自己孩子的短板与其他孩子的
长处去做简单的比较，否则只能让孩子的挫败
感越来越强。
  学习困难诊室虽然能够通过行为治疗、康
复训练、药物治疗等对症治疗手段帮助孩子，
但也需要家长配合干预，才能达到效果。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微信公众号
亦指出，许多“学习困难”的孩子实际上自身
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只是在家长不恰当的教育
方式，或不合适的学习环境影响下，没有达到
理想的学习状态。
  比如，有的家庭给孩子安排的学习负担太
重，没有运动和玩耍的时间；有的家庭学习环
境较嘈杂，孩子很难安静地投入学习。
  在此类情况下，则需引导家长调整教育方
式，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关注孩子成
绩以外的事，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帮助孩子发

挥出最好的学习潜能。
 　张丽丽建议，家长在关注孩子学习时，可
以先让其完成擅长或是感兴趣的作业。“如果
孩子书写不好，就让他先写字母多、文字少
的数学或者英语作业。”另外，虽然学习成
绩很重要，但是家长还是要给孩子留出运动
时间，强度偏大的运动可以让大脑分泌多巴
胺，提高注意力、执行力，对孩子的学习也
有帮助。
　　张丽丽还指出，和睦的家庭关系是治疗
“学习困难”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对于合并
有焦虑或其他情绪问题的孩子来说更为重
要。有的父母因为教育问题产生分歧甚至争
吵，这些都不利于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同
时，张丽丽表示，就诊前家长一定要与孩子
做好沟通，以便更好地完成检查，“有的孩
子是被家长骗来的，反而不利于确诊和治
疗”。
  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应该关注学生的心
理状态。增加学法的指导，以提升学习效率为
目标，而非一味增加学习时间。劳逸结合，关
注学生的身体健康。
               本报综合

    建议 父母需调整期望值，尊重孩子兴趣

“学习困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都带孩子到首都儿
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学习困难诊室“求
助”，就诊患者大多处于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
  记者采访了解到，虽然孩子刚进入小学阶段，
初步接触系统性教学，但学习能力和习惯落后于同龄
人的现象尤为让家长担忧。“孩子阅读书籍不能集中注
意力，20能看成12，做了测试发现她的注意力低于平均水
平。”一位家长带着7岁的女儿来就诊。“其他孩子回家都
会自主复习，但我家孩子只学自己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一
点不学。”另一位家长表示。
　　除了读写能力，来寻求帮助的家长还格外关注孩子计算
能力以及学习习惯的培养等问题。
　　“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的、不愿意上学的、注意力不好
的，基本都集中到了学习困难诊室。”张丽丽表示，有的家
长说孩子成绩不好，因为别人都能考100分，可自己的孩子只
能考90多分。“不少家长认为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就是‘学习
困难’，这显然是不对的。”
　　关于“学习困难”的界定，目前医学界尚未达成一致，
因为造成“学习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可能是智力问
题、视听感知觉异常、神经功能损害，也有可能是家庭因
素、情绪因素、环境因素等不利因素造成的学习不良综
合征。但是从狭义上来说，是指特定的学习障碍，根据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中界定，特定学习障碍包括了阅读障碍、书写障碍和
数学障碍。
  “智力水平正常的孩子在学习上投入跟同
学一样或者更多精力的情况下，出现阅读拼
写、计算障碍，是狭义上的学习技能方面
的问题。”张丽丽说。

患者集中在

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

专家建议先判断孩子是“不愿学”还是“不能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