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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教育中存在留级生教育管理实际问题。可以结合自身的教育管理实践，分析留级生留级后的生活、学习及心理状

态，总结留级生管理所面临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这对留级生的教育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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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才是现代高校的根本使命，也是高校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和工作的中心。高校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培

养专门人才这一使命来展开。[1]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需

要的各种专门人才，这要求本科学生较好地掌握本专业

所需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等，这样才能获

得学士学位。但是，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一部分学生（留

级生）因各种原因未能达到专业学习的要求而不得不留

级，留级生在留级后自身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态都有

了较大变化，其教育管理过程中也面临诸多特殊问题。
本文针对现代高校教育中出现的留级生教育管理

实际问题，结合自身的教育管理实践活动，分析了留级

生留级后的生活、学习及心理状态，总结留级生管理所

面临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方

法，对留级生的教育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留级生的状态分析

（一）留级生留级原因分析

1．学习生活严重偏离大学生活的主题。本科教育学

士学位要求学生成绩优良，能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

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

负责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可以看出，大学生活的

主题或者学生的中心任务是学习。大多数留级生把较多

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学习以外的地方，比如说玩游戏，正

常上课时间不去上课，长此以往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学

习成绩下降后自己因此无心学习，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2．学习兴趣不浓，功夫不到位。俗话说“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要学习好专业，学生首先要对自己的专业领域

感兴趣。有的学生喜欢文科，却在读工科专业，对于工程

制图、机械设计等课程没有兴趣，也没有学习动力，学习

自然跟不上。但需要指出的是，一部分学生是因为对专

业领域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所以对专业不感兴趣。一部

分学生是自己平时学习精力花得不够，一切源于懒惰。
古语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自由散漫，不思进取，玩

物丧志仍然是留级生的最大问题。[2]

（二）留级后心理、学习及生活状态分析

一般学生留级后会产生心理落差，他们认为自己本

应该和同学一起完成学业，结果现在却留了一级，心理

比较难受。留级生来到一个陌生的班级、陌生的宿舍、陌
生的环境，对于学习，他们既要跟着新生学习自己曾学

过的课程，又要重修挂科的课程，学习时间紧，有时还存

在时间冲突问题，学习压力较大。面对陌生的环境，再对

照自己的处境，他们生活上容易自暴自弃。
留级生留级后在心理上有较大的波动，学习压力又

较大，这些都容易滋生留级生的负面情绪。
二、留级生管理中面临的问题

（一）自我封闭

由于留级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留级生自我意识大

增，常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对于新的班级、新的同学不甚

了解，于是不敢也不想和同学甚至是舍友进行日常交

流，不愿意参加班集体活动，整天自己独自上课，独自吃

饭等，基本上处于一个人的世界，最多和已经升级的同

学、朋友聊聊天。他们自我封闭，不愿和同学交流，别人

也就无从了解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及其困惑，这对于班

级和教育管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二）与新生的学习生活不协同

在学习上，由于既要跟着新生学习自己曾学过的课

程，又要重修挂科的课程，留级生往往学习时间紧，有时

还存在时间冲突问题，他们学习压力较大，学习时间点、
生活节奏和新生不协同。这可能导致在班级和学生教育

管理中，高校教育管理者主要是抓大多数学生，而对留

级生这样的特殊人群他们关注的就相对少了。留级生这

种与新生生活学习的不协同也是留级生教育管理面临

的一个客观问题。作为教育及管理者，我们对留级生要

树立牢固的“不抛弃，不放弃”观念。[3]

三、留级生的教育管理实践与体会

（一）思想教育要先行

针对留级生留级后的心理落差、学习压力和生活负

能量状态，首先要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在学生留级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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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并定期和其谈心交流，了解学生留级前的学习生活

状态，分析其留级的关键原因，让其明确自己为什么会

留级，最好能让其自我剖析，自我反省。
其次，让留学生树立“穷则思变，变则通”的意识。这

里的“穷”，是指处境困难而并非物质贫穷。对于留级生

来说“穷”可能就是学习压力、陌生环境和心理的失落

感，但这些已经是既成事实，自己能做的就是“变”，只有

“变”才可能“通”。如果自己还是像之前一样学习和生

活，那么自己的情况只可能越来越差。只有改变自己的

态度和陋习，加倍努力，奋起直追，才能迎头赶上。
（二）重点在于行动

毕竟“说”和“做”是两回事，不光能“说”出自己的

“穷”，重点还在于自己怎么“变”，即提升留级生的执行

力。[4]在学生明白自己留级原因的基础上，根据留级生的

实际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合该

留级生的学习方式和建议，以促进其提高学习效果。比

如对于曾学习过的课程，可以在新的班级里找一位学习

能力强的学生带动和帮助留级生学习。同样，对于重修

课程，可以让留级生认识一位新的同学，在时间冲突时，

借阅其笔记，以免遗漏知识。在考试前，将留级生纳入班

级学习小组，帮助留级生有效复习。
（三）多层次的监督管理

建立多层次的监督管理，加强留级生生活、学习的

闭环控制。首先，让留级生每周自我总结及列写未来一

周的学习生活计划，我们称之为“Weekly Report”，直接

向班主任汇报。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了解其一周以来的

学习和生活状态，并反馈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于纠

正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指引学生朝健康积极方

向前进。以下是某学生的一次 Weekly Report 及班主任

的建议。
2015－10－25 ×××同学 Weekly Report
本周总结：

学习方面，复变作业做了 12 页，机械设计和互换性

没看；高数学了多元函数和重积分的第一、第二节；大学

物理做了第四、第五章的作业；英语只背了 110 多个单

词。
生活方面，上网两次，累计时间 4 小时；空闲时玩轮

滑，睡前绕校园跑一圈；白天没课时想着多上自习，但是

签到回来又继续睡了；周六去本部唱歌了（同学签工作

成功）。
下周计划：

学习方面：复变和机设上课要多听些，这对复习有

很大帮助；认真准备大学物理期中考试，英语四级背 200
个单词，开始做题。

生活方面：运动计划坚持住，没课时多上自习，签到

后最迟睡到 8：10；周六去本部和老同学聊聊天。

班主任建议：1．做作业是为了巩固所学知识，应保质

保量完成；2．英语学习需要积累，更需要坚持，单词只是

英语学习的一部分，要考试，还得进行阅读、写作等环节

的练习；3．多参加户外运动有利于身心健康；4．加强自控

力，从早操签到做起，杜绝睡懒觉。
其次，通过舍友及班长反馈其实际上课、生活的情

况，加强实际监督。另外，定期和学生家长沟通，了解其

近况，并就一些情况与家长及时沟通和交流，联合家长

共同教育管理留级生，引导其健康生活，早日完成学业。
（四）因材施教

不同的留级生其留级原因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学

生的性格也不同。因此，需要针对每一个留级生制订个

性化的二次培养方案，因材施教。有的学生喜欢当面和

教师交谈，这就要求管理人员定期面对面和学生针对生

活和学习上的问题进行交流；有的学生脸皮薄，可以通

过 QQ、E－mail（Weekly Report）等非接触式辅导；有的学

生是因为沉迷游戏而留级，这样首先就要减少和控制其

游戏时间，同时培养其学习兴趣和习惯；有的学生是因

为家庭问题，这样就要与其家长沟通，做好家长的思想

工作，建立校－家联合培养关系。
（五）相互交流

建立留级生协会，组建留级生相互交流的实体平台

和 QQ、微信等虚拟平台，定期开展留级生交流会，让其

放开交流。邀请学生管理专家对留级生的共性问题进行

答疑解惑，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和交流，让留级生敢于

畅所欲言，表达自我，建立自信，正确和客观地认识留级

问题。
四、总结

留级生属于现代大学教育的一类特殊人群，其留级

后存在各种问题。我们要正确分析留学生的状态，意识

到留级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难点，创造性地开展教育和管

理，积极进行思想教育，注重实际行动，加强监督管理，

因材施教，加强留级生的相互交流，引导留级生健康生

活，早日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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