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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环境因素、教养方式等影响，

大部分智商正常或超常儿童，如果存在

学习成绩与智商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一

般来说很可能出现了学习障碍。”家庭

教育指导师、杭州聪明堡学能拓展中心

教学总监吕敏遇到过多位高智商但学

习成绩很不如意的孩子。吕老师分析，

注意力缺陷及读写障碍是导致学习障

碍比较普遍的原因。

有一位三年级的孩子，人挺机灵，

但上课小动作不停，东摸摸西弄弄，在

书本上折来折去，橡皮切成一块一块，

原本低年级时成绩不错，到了三年级

就掉到很后面，孩子越来越没信心，家

长也很焦虑。

吕老师表示，这些注意力不集中

的现象都有共性，深层次的原因是孩

子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也

就是俗称的多动症，主要表现是与年

龄不相称的注意力易分散，不分场合

的过度活动，情绪易冲动并伴有一定

的行为问题和学习困难。

每个月，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门诊几乎“一

号难求”，近百个患有不同类型及程度

的多动症孩子会来到这里。

儿科主任医师方妍彤说，注意缺

陷多动障碍是常见的儿童时期行为障

碍性疾病之一。“多动症在学龄儿童中

广泛存在，主要分为注意力缺陷型、冲

动多动型、混合型三类。后两者因在

行为上外显容易识别，而第一种看起

来不吵不闹，但脑子其实在神游，这类

隐匿的更不容易发现。”

在多动症的识别上，几乎所有的

家长都放眼于学习成绩，通常是到了

三年级左右，看孩子成绩不乐观才去

求助医生。方妍彤医生说，因为不能

好好集中注意力，患有多动症的孩子，

90%以上学习成绩都不好。“不少患者

的智力查出来很高，但注意力集中不

了，成绩就上不去，明显的‘高智商低

成就’。确诊患有多动症的，有些严重

的还合并学习障碍、对立违抗、焦虑、

抑郁等。”

据统计，有 5%~10%的学龄儿童

（6~16 岁）有注意力方面不同程度的

问题，从性别上来说，男生是女生的

2~4倍。学业上落后的孩子或多或少

都有些注意力方面的问题。

高智商为何与学习成绩
严重不匹配

最近，杭州六年级学生小邻（化名）有了一个新发现。

小邻说，前不久数学课在学“比例”，课间大家讨论起了“智商和学习成绩

是否成正比”，班里几位同学很“慷慨”地拿自己当例子。“班里的‘学霸’说自己

测过智商，是110，只是普通水平。突然有同学说他也测过，智商近140，但他

的成绩非常不好。看来智商高，不一定学习好，就比如智商高的那位同学，听

课不够专心、学习动力也不太强，学习态度、习惯也有挺多问题。”

孩子智商高，但学业成绩却不好，甚至出现了学习困难，到底是为什么？

很多家长对此很困惑。

“学霸”智商110，“学渣”智商140
家长疑惑到底为什么
本报记者 金丹丹 陈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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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读写障碍问题，近年来也越来越受重视。

杭州的一位老师曾尝试“放大试卷”给孩子

做，平时成绩只有中下的孩子居然拿了优。

“这个孩子很聪明，但平时写作业慢，错别字

多，成绩靠后。后来，老师发现这个孩子的视知

觉辨析能力比较弱。正常的试卷大小，对他来说

却不够大，容易把很多形近字看成是一样的，看

起来很吃力。”吕老师说，像这样需要老师特别关

注的学生，在学校里不是个例。“我们曾在2015

年对 2 万名学生、500 多名教师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约10%的孩子存在读写困难。这些学

生不适应常规性学习，需要因材施教。”

读写障碍有一些表现，比如书写或是阅读

会出现加字、漏字、用别的字（词）替代，重复阅

读；握笔姿势不良；系鞋带和使用筷子动作笨拙

⋯⋯很多时候，大人会责怪孩子不认真、不努

力，是“笨小孩”，其实，这些孩子的视听觉各方

面功能弱，才让学习过程非常艰难。

那个在四年级时得到老师“放大试卷”照顾

的孩子，后来越来越自信开朗，在学习上进步很

大，还找到了感兴趣的领域，在比赛中拿奖。

在杭州市濮家小学班主任陆钰敏老师看

来，小学阶段，一些孩子有学业上的困难，和智

力没有太大关联，而是存在专注力、学习习惯、

学习动力等方面的偏差。“当付出很多劳动但结

果反馈不理想时，孩子就更不愿意去做，导致恶

性循环。如果帮孩子慢慢改善这些问题，培养

学习上的自我效能感，更容易取得成功。”

这些“笨小孩”，其实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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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孩子高智商，成绩却不理想，原因

则比较特别。

曾经有位爸爸找到吕敏，揪心孩子的变

化。孩子低年级时成绩很不错，但到四年级，

不愿意写作业，考试时也会交白卷，就像变了

一个人。

“男孩的智商很高，是个左撇子，一到三年

级，功课比较简单，又比较乖巧。爸爸一直要求

他用右手写字，孩子忍了。但硬忍三年后，累积

在内心的不满爆发，他不光不做作业，考试交白

卷，甚至出现了逃学。”爸妈觉得男孩有心理问

题，去看了很多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

在多方沟通和了解孩子的成长过程后，吕

敏发现，男孩的种种反常表现，很可能是“硬

凹”右手写字的问题。

“和孩子沟通时，我直截了当跟他说，听说

你的左手比右手强大，他一下子眼睛瞪大了，

很认真地看着我。我告诉他，左撇子不是缺

陷，而是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秘密武器，一直

藏了很多年没有人发现，接下来可以亮出你的

‘秘密武器’了，以后可以用‘正规军’，而不用

拿右手‘预备军’工作。”解开心结后，孩子用三

个多月的缓冲期逐步恢复左手功能。很快，男

孩在学业上突飞猛进，也更自信、阳光了。

成绩一落千丈，竟是因为“硬凹”右手写字成绩一落千丈，竟是因为“硬凹”右手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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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要家长和老师多注意观察，有

的孩子在幼儿园大班就能被发现多动症，越早

干预效果越好，甚至不用吃药，行为矫正就好。

但现实却很不乐观，方妍彤医生说：“很多

家长觉得‘活泼好动不是一种病，等长大就好

了’，还有人认为‘吃药三分毒’，所以大概只有

百分之十的患者前往医院就诊，综合治疗干预

方案至少一年，全国能长期坚持的就诊患者又

只占三分之一，我们门诊约为三分之二。”

如果不治疗，长大了就真的能好了吗？显

然未必。

根据目前研究发现，多动症是一种全生命

周期的疾病，并不局限于儿童青少年。儿童多

动症患儿中有 70%会发展为青少年多动症，这

其中又有30%直到成人依然患有多动症。

“我的接诊病例中，青少年厌学在家沉迷

网游，辗转找过来，一查病因是自小患有多动

症，还有成年人有严重拖延症、路怒症，时常焦

躁不安的，都是成人多动症的明显信号。”方

医生说，“其实多动症是一种可治性良好的疾

病，有药可用，一旦确诊，药物治疗是首选，行

为矫正辅佐，据研究，多动症孩子在接受药物

治疗3个月后，核磁共振检查显示，大脑体积增

厚、表面积增大，糖代谢、氧代谢都同步提高，

这说明大脑运转比之前快了。所以，药物并不

会让孩子变笨，反而是种‘聪明药’。”

此外，不恰当的教育方式，也可能让孩子

患上多动症。“多动症与遗传有很大的相关性，

80%为遗传性，20%为外界因素影响。”方妍彤

特别提醒，多动症的发病机制很复杂，与多种

因素有关，治疗过程中缺少不了老师和家长的

参与，而家长角色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医生。

解决这些问题，家长重要性不亚于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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