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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题研究的的背景： 

    偏科，是我们在评价学生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在平时

学习中，学生在成绩上反映出来的某科分数持续低下，我们

称之为偏科。或学生对某学科的态度特别冷淡，不感兴趣，

我们也称之为偏科。 

    有的孩子学习的时候，在某门课上表现非常好，而在有

些课上显得特别差，甚至出现不及格现象。学习偏科，作为

高中生学习过程普遍出存在的现象，一直以来令家长头痛不

已。 

    偏科存在着假性偏科和真性偏科。所谓假性偏科就是无

论成绩突出的，还是成绩特别差的，都是暂时性的，而****

以来都是偏科状态，并投入很大的精力在落后的课程上，补

课，强化做题等等方法用尽，依然成绩甚微，就有可能是真

性偏科。 

    由于社会不断发展的原因，使得偏科的现象日益严重，

这不仅影响着个人的发展，而且对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社

会和谐发展都产生着不利的影响。其中以下三种原因： 

    (一)教师问题：学生偏科学习范文大全，受教师影响较

大。学生偏爱某一学科，能提高该科学习成绩，而好的学习

成绩又强化了对该科的喜爱，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学生不喜

欢某个老师，也往往不喜欢某个老师所教的学科，久之，学



习成绩下降，丧失对这一科学好的信心，导致恶性循环。 

    (二)家庭影响：家庭特殊文化氛围和家长的某些爱好，

以及家长职业差异，也会诱发学生偏科。 

    (三)学生原因： 

    1.学生偏重什么学科学习，跟不同智力发展有一定关

系。 

    2.学生偏科往往也是由“兴趣差异”造成的，兴趣是学

习的动力，学生重视感兴趣的学科，轻视或不学讨厌的学科，

学生对某门学科兴趣较强，就产生了学习动力，便能主动积

极的专学这门课，反之，对某门学科兴趣弱或没兴趣，学生

自然不愿把工夫下在这门课上。 

    3.中考和高考的指挥棒对学习科目的导向作用，对很多

同学造成有意偏科，或是主动偏科。 

    二、目的和意义： 

    为此，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希望通过我们的深入调查

研究，能够引起社会对人文科学的重视，并为高中生的选科

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建议，网 TOP100范文排行促使个人及社

会能够全面和谐的发展。 

    三、内容： 

    为了使课题研究更有意义，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

讨和研究： 

    一.偏科的含义是什么? 

    二.高中生为什么大多数偏科? 



    三.高中生偏科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什么影响?(社会、家

长、教师.……) 

    四.高中生如何正确科学的选科? 

    五.应该从那些方面来扭转偏科的局面? 

    四、过程： 

    随着素质教育思想的提出，随着高考模式在全国的实

施，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成了一个新课题，但是，高中生学

习过程中****存在着偏科现象，为了准备而又全面的了解清

楚偏科现象的成因，时间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为了

从人才成长过程中探索中纠正偏科的办法和措施，以有效的

指导高中生的学习生活，我们高二(3)班研究性学习小组，

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一是以三班为单位，进行全员问卷调查; 

    二是对典型的偏科生进行个案调研; 

    三是采访有关专家和教师。 

    (1)问卷调研 

    为了使问卷调查科学全面具有操作性，我们谈论设计出

问卷调查表：高一(3)班共 58 人，我们以 6 人一表发放操作，

调查前进行了细致系统的指导，同学们的配合很协调。调查

是真实可信的。对调查结果的统计，从表中我们发现喜欢科

目人数最多的是微机占 78.72%，然后是音乐 70.71%，再次

就是语文，英语，数学分别为 27.66%、30.80%、25.61%，其

中语文的厌恶率最低为__.83%，次之为微机 14.89%，厌恶率



在 20%以上的有：数学 21%，化学 25%，美术 22%，体育 29%，

政治 30.85%，物理 40.1%，在此调查中我们发现形成偏科的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网我们先说喜欢的原因，在众多调查对

象中，有的认为“从小就喜欢文科，基础一直也很好，没有

掉队，所以喜欢文科。”而有的“出于好奇心和求知欲。”有

的却是认为“由于班主任，家长或其它课老师、同学、朋友

的影响。”同时形成偏科的原因还和社会时代的发展有关系。

譬如，有的同学认为“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希望通过学习

这些科目进而了解现实生活。”由于媒体的影响或是看书籍

等影响，比如因爱着历史性的电视剧而喜欢学历史。”再就

是和自身的认识有关，如有的说：“因为****力薄弱而投入

不进去。”学起来心情舒畅，有种美的享受，可以增强兴趣、

自信心。 

    接下来再说形成厌恶的原因。有的同学认为“天赋较

差”、“从小不感兴趣”、“基础一直很差”、“讨厌背诵和记忆

而不愿学文科”。有的则是因为“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感

到乏味、难学”，由于一项成绩不理想就失去了学习这门课

的兴趣和自信心。”同时对周围的环境也是有影响的，如“因

为班主任，科任教师，同学，朋友影响。”觉得所学科目在

实际生活中用处不大，所以不想学。还有人说“自身性格，

爱好有关，”自身性格缺陷或意志力薄弱，不愿下苦工。 

    在面对高考和人才成长的问题上，同学们的认识和评价

也是复杂多样的，有的同学已有所认识，如他们说：“马上



文理不分科了，大综合后，每科都要考，为了高考，不得不

学。”学习不单是为了考试，认真思考从中可以体会到无穷

乐趣。要尽力学习较差的科目，学习是为以后的生活打基础，

是我们将来立足于社会的必要途径。“对于自己擅长的学科

或特长，要再接再厉，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不管哪一科

对自己都有益处，我已认识到偏科的严重性，努力改正，争

取做一名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将来的社会，需要的是多方面

的复合型人才，偏科不利于我们将来的事业的发展。就算自

己学不好，也要为关心自己的父母，亲人努力去拼搏、奋斗。

为自己的前途，父母，国家而学习，应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特长。 

    对偏科时间的统计，发现 61.7%的同学在初中阶段有不

同的偏科，在小学偏科的占 24.47%，高中偏科为 19.15%。 

    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对操作性强和娱乐性的科目

比较感兴趣，此外对三门主科也具有较大兴趣，对美、体、

政厌恶率也较高。 

    这次研究性学习的调查活动，我们有以下一些体会和认

识： 

    (1)中学生的偏科现象，是人才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现象，似乎个别人的偏科并没有影响到他以后的发展和成

长，我们估计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现象。 

    (2)从问卷调查访问的过程中，不少同学认为为了高考，

主观上希望纠正自己的偏科现象，可见高考“指挥棒”对偏



科是有导向作用的。 

    (3)从调查了解中，偏科现象出现的高峰期，在初中这

恐怕与初中生特定的心理，生理以及课程的加重有关，比如

说他们会因为同学的一句话，社会思潮等等的因素而形成偏

科，也就是易受外因的影响。 

    (4)从成功人士的调查来看，偏科还是应纠正的，坚持

全面发展，会使人终生受益，可见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以

及培养坚强的意志，尤其要加强对初中时期预防偏科的教

育。 

    (5)如果我们能对偏科现象予以正确的，适时的引导培

训，开办各种特长班、思想汇报范文兴趣班、文学班。多种

多样的形式来引导它，那么即使偏科的同学也会走上一条健

康发展的道路。 

    五、结果： 

    实践证明，高中生偏科的现象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

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高中生的偏科现象能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激发学生的才能，为以后的生活打基础。反之偏

科也影响学生的自信心，影响其他学科。学习上的弱科往往

会导致整体成绩下降。学生一旦出现偏科现象，如果得不到

及时的引导，往往会造成烦躁和厌倦，进而产生对学习的厌

烦情绪，很可能波及其他学科。由于各学科都是相互联系，

融会贯通的，学习上出现“瘸腿”现象也会影响其他学科的

学习，并给升入高一年级的学习带来困难。同时，高中生自



信心不足，缺乏毅力造成偏科记忆力较差或记忆方式特殊造

成高中生偏科。 

    六、对策： 

    1.解决思想问题：心理学家指出，厌学往往只是孩子心

理问题的表面现象，其背后隐藏的原因不尽相同，而家长们

却往往只看成绩单，缺乏对孩子真正的关注。 

    2.激发学习兴趣：偏科往往是学习没有兴趣，激发孩子

的学习兴趣是纠正偏科的关键，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

(1)用目标激发兴趣;(2)用兴奋形成兴趣心得体会;(3)用优

势引导兴趣;(4)用意志强化兴趣;(5)用成功来激发兴趣。 

    3.解决心理的问题：偏科是指在学习学校文化课程中，

某一门或者几门功课成绩特别好或一般，同时剩下的功课成

绩特别差或较差，我们称之为偏科。这些现象有些可以纳入

学习心理范畴，有些学生的学习心理有问题，或者说，在某

学科的学习上，这些学生的学习心理是不健康的。 

    4.从零做起：学习偏科现象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每当学

生们的学科出现“瘸腿”时，不仅学生自己着急，家长和老

师更是甚为头疼。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去看待和应对这个

问题，不应该存有焦虑的心情，要敢于从零做起。 

    5.“有效”偏科法：所谓“有效偏科”就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越是感觉困难大的科目就越是要努力拿下它，“啃

的就是硬骨头”。这与一般的“偏科”的意思截然相反。 

    七、感悟： 



    时间过得真快，两年已过，我收获很多，开心多，伤心

过。在研究性学习这门课上，我更是领会颇多，一个小组(团

队)，只有所有人都付出，才会成为好的团队，一个再强的

也强不过一群人要认真的观察生活。只有平时多努力，学习

方****确，我的学习也会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巨大收

获。 

    —李进 

    转眼间，和研究性学习这门课已经相识两年了。对于这

门课刚开始的陌生感也消失了。对于这门课的喜欢也随着时

间增加了。 

    在研究活动中我最开心的就是组员在一起讨论问题，尤

其是讨论到最令人难忘的。当然其中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事，

大家会因为种.种原因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不免闹矛盾。也

有一些组员不合作，这也是令人烦恼的。在活动中我学会了

合作、团结。研究性学习的开展，入党申请书增强了我学习

的积极性，启发了我的思路，让我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我不

在是沉默不语，而是开始思考问题，提出问题。是它开阔了

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外面的世界，培养了我

们独立自主的精神。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研究性学习这

门课，给我们以后的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吕纯慧 

    两年的研究性学习课已接近尾声了。我们既失败过,也

成功过;既付出过也努力过.再过去的两年里,团结,研究性



学习的各项知识,让我懂得了许多,成长了许多,更让我领悟

了很多,一个小组,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每个人都应该付出,

去做,只有这样,研究才更有意义.在学习上,我们要多问为

什么,如:“我们为什么研究它”,把它换成“我们为什么学

不好”,这样对于学习,做人都有极大的帮助.研究性学习对

我们好处多,在这不展开了,因为好处太多,经历了这些过程,

我很后悔,如果当初以认真的态度对待,那该多好,时间如风,

转瞬即逝,我不想停留,因为我不能回头,我要尽我自己的全

力,为研究性学习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一个结束,代表着一

个新的开始,我要掌握真确的学习方法,更加努力地投入到

学习当中,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王昌勇 

    我们所研究的课题，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点的挑战性。虽

然课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讨论的焦点和热点，但在研究,调

查,讨论,****等方面也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在****调查问卷

时，要提什么问题也让我们想了好久时间，各成员都发表了

自己的意见与见解，心得体会范文但我们却不知该采取哪一

种，在散发调查问卷时，许多同学都抱着懒散,无所谓的态

度，让我们拜托半天才肯填写。我想，或许每个人对这个问

题都很敏感,很有压力吧! 

    在这学期结束后，我接触研究性学习也有一年半的时间

了。随着时间的飞逝，我对这门课的认识与了解也有了更深

的印象。明白研究性学习是一个充满知识,充满探索,蕴涵着



 

    —牧园园 

    研究性学习,教会了我很多。如:团结认真,仔细的态度

等。转眼间,两年已过,我的高中三年生活已过了一半,往事

如云,我不想去追忆,我只想为我的研究性学习生活划上圆

满的句号。投身到学习当中,研究性学习,一个很奇妙的课,

不久的将来,它会更好的帮助我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完成

自己的梦想。 

    —葛亮 

    时间过的可真快，转眼间，我们小组的课题研究已接近

尾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小组的成员都积极配合，共同努

力，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课题。为此，大家都很高兴。

同时，通过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我也看到了我们小组成员

合作精神，明白了很多道理：合作是我们得以完成浩大工程

的前提，是团体取得成功的基础，是个人更快更好的发展途

径。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合作，是产生伟

大力量的源泉。合作，让我们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我们

合作所取得的成功，是团体的成功，是团体中每一个成员的

骄傲，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合作精神。人类需要合作，社会需

要合作。那么，让我们人类中的每一分子都积极参与合作中

去吧。因为，合作是伟大力量之源。 

    高中生研究性课题报告篇 2 

    —、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 



网开题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为什么会想到要研究这个

课题;研究的特定对象是什么;通过研究，试图实现什么;想

弄明白的问题是什么;决定通过什么方法来验证研究的假

设，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具体的时间安排和实施步骤怎样

(尤其是一开始准备实施的步骤)，需要哪些工具和资料;如

何得到这些工具和资料;小组成员如何分工合作;研究会带

来什么成果;研究成果是研究报告、实物，还是其它;以及导

师的建议和鉴定等、其中实施计划是开题报告的主要部分。 

    (一)课题名称 

    课题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课题的名称要把课题研

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课题名称要

简洁明了、课题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

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研究范畴、研究对象与研究问

题概括出来，让人能够从题目中看出要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二)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有的也称“问题的由来”，即提出问题，阐述

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 

    (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是指通过课题研究将解决什么问题

或得到什么结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或结论的得出有什么意

义，工作总结范文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

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

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课题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



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有时，也

可以将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合二为一。 

    (四)课题研究的目标 

    课题研究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

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课题研究要达到的预顶目标：

即本课题研究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

确、精练、明了。 

    (五)研究课题的可行性 

    可行性论证是指课题研究所需要的条件，即研究所需要

的信息资料(如上网和设计问卷等比较基础的方法)、实验器

材、研究经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及教师的指导能力等、

另外，还应提出该课题目前已做了哪些工作，还存在哪些困

难和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得到学校和老师帮助等等。 

    (六)研究的内容和难点 

    高中阶段，研究学习课题研究的类型大致有科学实验类

型、读书报告类型、社会调查类型和项目设计类型等、无论

是哪种类型，都要有具体的研究内容和预计的研究难点。 

    (七)实施计划 

    心得体会范文锦集实施计划是开题报告的核心部分，主

要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进度、时间安捧安排等。 

    (八)成员分工 

    开题时，要明确课题组每个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所担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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