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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学习力与学习成绩相关因素分析，说明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和学习能力的方法与策略，

包括专注力、耐力、抗逆力、自信力如何核心作用于学习力的；结合相关案例分析，运用积木动力修复技术，

对学生进行专注力、耐力、抗逆力、自信力的损伤修复训练，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力的目的，最终提高学

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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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力是把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的能力，它不仅伴随一个人的终身发展，更是衡量一个人综合

素质高低和社会竞争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1，2］。研究表明，学龄前到高中阶段，是培养和提高孩子学习

力的关键时期［3］。现实生活中，一些孩子因学习力受损，导致学习成绩不理想而贻误学业和前程，众

多家长和培训机构为此穷尽方法却往往收效甚微，成为影响孩子人生成长进步的“拦路虎”。近年来，

我们在咨询实践中，开创性地运用积木动力修复技术，通过对不同学龄段学生开展专注力、耐力、抗逆力、

自信力的修复训练，从特殊路径入手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达到了有效提升学习力，促进学习成绩提

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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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力与学习成绩相关因素分析

1.1  学习力的构成

学习力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学习动力是指自觉的内在驱动力，

主要包括学习需要、学习情感和学习兴趣。学习毅力，即学习意志，是指自觉地确定学习目标并支配其

行为克服困难实现预定学习目标的状态，它是学习行为的保持因素，在学习力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学习能力，是指由学习动力，学习毅力直接驱动而产生的接受新知识、新信息并用所接受的知识和信息

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智力，主要包括感知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等。相对于学习而言，

它是基础性智力，是产生学习力的基础因素［4］。

在学校教学体系中，学习力是综合学习能力的简称，是学生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形成和不断发展的

以理解力为核心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以及在理解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

学生发展的基本动力和重要标［5］。

1.2  影响学生成绩的相关因素

有 研 究 表 明， 在 众 多 影 响 学 习 成 绩 的 因 素 中， 专 注 力、 耐 力、 抗 逆 力、 自 信 力 的 损 伤，

是 导 致 孩 子 学 习 成 绩 始 终 徘 徊 在 较 低 分 数 区 域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随 着 孩 子 年 龄 的 增 长， 这 四 项

能 力 对 学 习 成 绩 的 影 响 比 重 也 在 不 断 地 发 生 变 化， 占 比 重 较 大 的 能 力 往 往 会 先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的损伤 ［6］。

专注力：指个体完成某种事务时保持所需时间内的注意集中能力。在幼儿时期，孩子对感兴趣东西

的玩耍行为都能保持几个小时以上。专注力是开启心灵智慧的钥匙，良好的专注力可以使其对感兴趣的

事物达到深化理解，能让兴趣长久地保持下去，形成爱好。

耐力：指个体完成某种事务时保持所需时间内的注意持续能力。儿童面对感兴趣的但不懂的

东西也能装模作样地玩很长时间，这就是耐力。人类感兴趣的事物有很多种，但真正懂或精于此

道的则不多，耐力帮助人类度过从不懂到精于此道的时间长度。专注力产生兴趣，耐力则能做出

成绩。

抗逆力：指个体在逆境中抵御、成长的能力。在逆境中前行需要靠“逆境商数”，抗逆力的培育是“生

命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它包括三个要素，效能感、归属感、乐观感［7］。

自信力：指个体对自身的能力高度认同，具有强烈的意志力以及适度的自控力。自信力与抗

逆力同为较高级的学习力，不同之处在于自信力属于一种综合的能力；与专注力和耐力的不同之

处在于，自信力是个体在与环境对抗中形成的后天的能力，而专注力与耐力属于人类生来具备的

先天能力。

1.3  学习力与影响学生成绩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学习力三要素中，当学生有了学习动力，才知道为何要学习，否则不爱学习；有了学习毅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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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才会持续学习，否则学习不会持久；有了学习能力，学生才会知道如何学习，否则不会学习。通过激

发学习动力、培养学习毅力、提高学习能力，促进学生自己要学习、坚持学习以及用正确的方法学习，

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力。

学习动力可以概括为专注力和自信力，专注力产生兴趣，自信力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内化学习需要

和情感。学习毅力可以概括为耐力和抗逆力，耐力帮助学生锁定学习目标并持之以恒，抗逆力帮助学生

克服困难。学习能力必须在高质量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毅力伴随下才会在知识的掌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进而提升学习成绩。

因此，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将学习力修复训练的重点指向这四项能力。

2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学习力修复训练流程

2.1  学习力修复训练工具

2.1.1  学习力修复手册

学习力修复手册以积木动力修复心理咨询技术为理论基础，积木动力修复技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

心理共性的基础上，结合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沙盘技术、家庭系统排列、叙事疗法等心理

咨询技术精华而成的本土心理咨询技术，具有良好的卷入性和转化性，从根本上解决了导致学习力损伤

的心源性问题。

2.1.2  专业设计的积木

以彩色长方体积木块为道具，积木规格参数：2.7 cm×5.4 cm×0.9 cm 规格的 10 种颜色积木块，共

200 块。该积木块具有独特的符合人体功能学的垒建高度和一定难度系数的摩擦力。

2.2  学习力修复训练体系设置

2.2.1  训练主旨

以学习力修复手册为蓝本，以专业设计的积木为工具，运用一定带有隐喻式的指导语，引起来访者

在垒建积木塔的过程中产生与学习力操作相关的无意识投射。通过咨询师对积木结构的治疗性解释，使

来访者达到顿悟，修复损伤的学习力，并付诸学习实践行动。

2.2.2  内容设置

根据学龄前、小学、初中、高中四个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学习力损伤的特点，分别进行针对性的专注力、

耐力、抗逆力、自信力修复训练、每节课设置 60 分钟，每周 1 至 2 次，在 1 到 3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单

项或多项基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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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习力修复训练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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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例高中阶段学生学习力修复案例呈现

3.1  个案基本情况

来访者，男，18 岁，高三学生。最近一段时期，对学习越来越提不起精神，经常拖延，连试卷都

常常做不下去，学习成绩一路下滑，对自己学习能力不认可，认为不是学习的材料。高考的日子一天

天临近，父母很是着急，希望咨询师帮助孩子改变学习态度，从心理上调整对学习的看法，提升学习

成绩。

3.2  前测评估

3.2.1  摄入性会谈

家长：“我和他爸文化程度都不高，也就是工薪族，希望他出人头地，考个好大学改变命运，他现

在学习拖着做，和学习成绩排在前面的同学差距越来越远，我们该管的也管了，该花的钱也都花了，就

是不见效，我们都是急性子，着急也没用，希望您帮帮他。”

咨：“很理解你们的心情，能说说你们日常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家长：“我们上班都很忙，看见他的时候不多，告诉他要向学习好的同学看齐，之前他还很用功，

也听话，自从上高中后，就总会拖延，说也没用。”

咨：“您在工作中遇到不喜欢做的事，是怎么完成的？”

家长：“那能怎么办，硬着头皮做呗。所以我们把希望都放在他身上，孩子也不争气。”

接下来咨询师与孩子开始交流。

咨：“你喜欢学习吗？”

访：“还行。”

咨：“听妈妈说你现在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能说说原因吗？”

访：“天天都是学习，很烦，最重要的是怎么努力都是这个成绩。要不是他们给我补课花了很多钱，

感觉对不起他们，我早就放弃了。”

咨：“那为什么之前没有放弃呢，听妈妈说你之前很听话。”

访：“之前我认为自己行，学习就有成绩，所以能坚持，现在坚持不下去了。”

3.2.2  鉴别诊断

咨（隐喻式指导语）：“好，我们垒建一座积木塔，这座积木塔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垒建的过程就

是学习能力的呈现过程。看看到底怎么样，我们开始垒建吧。”

来访者开始垒建异型积木塔，选择的积木塔垒建难度较大，有几次都失败了，在咨询师的鼓励下最

终完成。垒建时间在 15 分钟左右（垒建时间相对较长）；积木塔为立体积木塔，最上面一层（当下阶段）

是扁平状态积木。从积木动力修复技术的分析技术得知，来访者存在成长动力较好，成长愿望一般的情况，

当下问题为学业倦怠问题，伴随着压抑的负面情绪。当下问题与来访者反映的信息是一致的，之前的行

动力较好，当下出现因耐力匮乏导致的倦怠问题。



·158·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在学生学习力修复中的咨询应用 2022 年 4 月

第 4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40402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图 1  训练前垒建的异型积木塔 

Figure 1 The special shaped building block tower built before training

咨（治疗性解释）：“学习力包括专注力、耐力、抗逆力和自信力。从积木塔垒建的过程中可以看

出，似乎我们的耐力不是很理想，太急于求成了，导致我们出现几次失败，之后修复了耐力就获得了成功。

看来耐力和成绩关联很大，是不是这样呢？”

访：“嗯，好像是的。”

咨：“如果这样，接下来我们开始做耐力的修复训练，可以吗？”

访：“可以。”

3.3  训练过程

3.3.1  找出心理支撑者

相关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学业成绩的发展［8，9］。其中，学习

力的损伤尤其与主要抚养人的抚养行为密切相关。

咨询师首先用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中的人际关系动力分析找出在家庭中影响孩子行为的心理支撑者，

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伯特·海灵格在他创立的家庭系统排列技术中提出了心理咨询的家庭动力观点，即

来访者的行为是受家庭成员间动力关系影响的，如果想提升咨询效果，避免咨询效果向失效反弹，必须

干预其家庭动力关系。干预整个家庭成员既费时又费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咨询中的保密原则，

积木动力修复技术创造性地提出了找到心理支撑者的方法。在本案中，当家庭心理支撑者——领悟了修

复原理，调整原有不利于学习的家庭抚养方式，方可提升耐力，进而提升孩子的学习力。

咨询师辅导孩子垒建一座三口之家人际关系常型积木塔。

咨（隐喻式指导语）：我们垒建一座积木塔就像这样，斜边位置代表你自己，直角的两边分别代表

你的父母，可以选择任何颜色积木，把代表自己的积木长边朝向自己。垒建 20 层。好，这座积木塔就

是我们的家庭，垒建的过程就是我们和父母在一起的过程。开始垒建吧。

来访者参照咨询师的示范选择深蓝颜色积木代表自己，黄颜色积木代表母亲，深绿颜色积木代表父

亲，整座积木塔向代表母亲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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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口之家的常型积木塔

Figure 2 The regular building block tower of a family of three

咨（治疗性解释）：从积木塔垒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似乎我们的妈妈是家庭中的心理支撑者。是

不是这样呢？

访：嗯，我妈妈比较了解我。

3.3.2  第 1 次训练

（1）咨询师首先运用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中“垒”的技术修复修复耐力。

咨（隐喻式指导语）：这座积木塔就是我们的耐力，垒建的过程就是我们修复耐力的过程。开始

垒建吧。

此时，咨询师发挥榜样作用，引领来访者垒建金字塔形积木塔，开始垒建 3×3 的金字塔。期间，

来访者失败了三次。

咨（治疗性解释）：从我们垒建积木塔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似乎我们的耐心还是有些不够，我们再

来一遍。

来访者最终在咨询师的指导下垒建成功，开心地笑了，但也只是一瞬的事。

图 3  3×3 的金字塔积木结构

Figure 3 3 × 3 pyramid building block structure

咨（治疗性解释）：从我们垒建积木塔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能够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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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也是如此，是不是这样呢？

咨：我们垒建难度再大一些的积木塔，可以吗？

来访者有些跃跃欲试了。

访：可以。

接下来，来访者跟随咨询师进行了 4×4 的金字塔垒建，与之前相比完成得较为顺利。

图 4  4×4 的金字塔积木结构

Figure 4 4 × 4 pyramid building block structure

咨（治疗性解释）：从我们垒建积木塔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只要坚持，成功似乎变成了常态。学习

也可以如此，是不是这样呢？

来访者的神情舒缓了很多。

本节针对耐力的修复训练告一段落，接下来进行放松训练。

（2）咨询师运用积木动力修复技术中“推”的技术，帮助来访者宣泄辅导中的疲劳和急躁情绪。

咨（隐喻式指导语）：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急躁情绪和疲劳都放入这座积木塔中。这座积木塔就是我

们所有的急躁情绪和疲劳，推倒的过程就是清除急躁情绪和疲劳的放松过程。有多大力量就使用多大力

量，把它推倒吧。

图 5  宣泄情绪后积木块散落一地

Figure 5 Building blocks scattered on the ground after venting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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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大力推倒积木塔，望着散落一地的积木块，一改上身绷直的坐姿，靠在椅背上，眼神柔和了

许多。

咨（治疗性解释）：从推倒积木塔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轻松了许多。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学会经

常宣泄，是不是这样呢？

访：来访者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使劲地点了点头。

咨：老师需要给你布置家庭作业来巩固我们这节咨询的收获，好吗？这部分需要妈妈替代老师配合你。

访：可以。

咨询师请进来访者的妈妈，简单辅导家庭作业的垒建方式和注意事项。

3.3.3  第 2 次—第 4 次训练

图 6  6×6 的金字塔积木结构

Figure 6 6 × 6 pyramid building block structure

图 7  10×10 的金字塔积木结构

Figure 7 10 × 10 pyramid building block structure

在接下来的第二、第三、第四周，来访者在咨询师的引领下，逐渐延长耐力的时间长度，期间垒建

的积木塔包括 5×5 至 10×10 的金字塔，咨询师依据实际情况，在来访者耐力走低的时候，调整为较容

易垒建的金字塔，在耐力状态较佳时，难度加大；并伴随相应的鼓励、认同和理解。

至此，本案的修复训练达到了预期效果，开始进行学习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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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训练后评估

（1）面询评估

咨：“这段时间你的状态怎么样？”

访：“哪方面呢？”

咨：“你认为满意的方面。”

访（孩子）：“愿意做事了，上课也能听进去了，时间过得很快。”

咨：“妈妈感觉怎么样？”

访（母亲）：“变得积极了；老师说他在课堂上坐得住，并且对问题反映很快。”

（2）测量评估

图 8  训练后垒建的异型积木塔 

Figure 8 Special shaped building block tower built after training

咨询师让来访者垒建一座异型积木塔。来访者垒建的积木塔其高度适中，最上面一层为多块直立状

态积木。它表明来访者的成长愿望获得了提升，并且保持着合适的成长动力，学业倦怠问题得到解决，

学习力得到提升。

在最近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来访者综合成绩提高了 30 分。

3.5  讨论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耐力修复是学习力整体提升的关键指标之一。耐力能够让来访者持之以恒，持

之以恒才能获得成功，进而认同自己，更加坚持。这就是耐力对学习力的作用机制。

（1）值得警惕的是，本案中的来访者不是个例，而是属于一类人，他们耐力的损伤存在一定的共性。

①家长。家长在生活里通常都呈现着强势态势，其中部分学生可能还肩负着家长对未实现的理想。

家长们普遍欠缺科学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日常教育没有太多的耐心陪伴，孩子学习时多以语言的约束而

缺少榜样作用，看不到孩子的细微进步。在学习成绩方面，习惯把自己的孩子与优秀的孩子作比较。

②学生。研究表明，高中生成长动力是引导和促进学生在高中阶段完成升学、未来就业、个人素养

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展任务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如果高中生动力不足或者出现动力偏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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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引发各种心理行为问题，如学业失败［10］。这类学生内心普遍介意自己考试成绩的不理想，但努力

的决心仅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通常坚持不了几天，缺乏耐力。他们有一定的学习意识，但在执行的过

程中，经常被自我主观的疲累感所打败。这类学生因为欠缺榜样而缺乏学习耐力，在修复训练过程中，

咨询师要全程关注修复重点（见本文 2.3 学习力修复训练实施步骤）。

（2）学习力的修复训练并不局限于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室里的工作，学校、教培机构的老师们

都可以用此方法帮助学习力损伤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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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ing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Block Dynamic Repair 
Technology in the Restor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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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factors related to learning power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perseverance 
and learning ability, including how concentration, endurance, resilience and self-confidence play a core 
role in learning ability. Combined with relevant case analysis and using building block dynamic repair 
technology, students are trained in damage repair of concentration, endurance, stress resistance and self-
confidence,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power and finally improv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Key words: Building block dynamic repair technology; Repair of learning power; Consulting ap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