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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对于每一个从事教育教学的工作者来说，教学中，总有

一个名词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我们的脑海，令我们伤感；总有

一个群体在学海中沉浮，令我们困惑。这就是———“学困

生”，班级中的“弱势”群体。所谓“学困生”就是以前所

说的“双差生”，国外通常称为“慢生”(slow learner)，“学

习困难者”(difficult student)。实际上，专业的叫法是“青少

年成长不适后群”。通常来说是指一些行为、学习等方面不

符合常规的学生。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

题，长此以往会对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些

学生中极少数是智力因素导致的，大部分都是非智力因素造

成的。据调查，每个学校都有一定数量的学困生存在，平均

约占学生总数的 5%～30％，这类学生的增多，给我们的教学

工作和班级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和烦恼。由此可见，

它是青少年成长的普遍问题，更是基础教育中的一个大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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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问题。

学困生产生的根源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因素：内因就

是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了厌学的情绪，在心理发育过程中受到

不健康、不成熟或是压力的影响。外因包括学校、家庭和社

会三个大的方面。其中家庭因素较多，比如一些隔代教育的

孩子是在溺爱中成长的；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各种压力，

心理发育受到影响；社会的负面影响，网络诱惑等也使孩子

迷失方向。尽管这些被称之为“学困生”的孩子身上出现了

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不是天生的问题儿童。当他们来到

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对策。常言道：

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教育是一种精神活动，也是一

种脑力活动，只有当教育者走进受教育者心灵的时候，教育

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本书旨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收集和整理一些具体的资

料，并通过一些较为典型的学困生案例尝试对学困生存在的

现象、形成的原因、解决的办法进行探讨。由于学生个体特

征的不同，更由于能力和篇幅有限，本书只能做较为简单的

分析，却期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此给予关注这个群

体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一些启示和帮助。

转化学困生工作任重而道远，但我相信，只要付出足够

的爱和耐心，运用正确的教育理念，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

不抛弃不放弃，我们就会赢得一个个教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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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懒惰贪玩的孩子学好语文

调查对象：冬冬，十一岁，男孩，小学五年级，独生子女。

家庭状况：冬冬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庭条件一般。

冬冬是个活泼外向的孩子，和同学聊天就会滔滔不绝地讲

个不停。可是一到上语文课就提不起精神，碰碰这个拉拉那

个，打扰其他同学学习。冬冬特别不愿意参与交流讨论等学习

活动，尤其是需要背诵的内容，更是很难按要求完成。冬冬的

语文基础知识较差，考试也总是在语文上拉分，作业常常不能

保质保量地完成。一篇作文里会出现好多错别字，还常常语句

不通，提起笔来就觉得无话可说。

主要表现：

学 习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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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

原因分析：

（一）外因

1 .家庭因素

冬冬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却深受家人的

宠爱。冬冬的父母结婚十年才生下冬冬，再加上冬冬是三代单

传的男孩子，冬冬的爷爷奶奶也尽其所能，满足孩子的一切要

求。冬冬从小就很聪明，语言发展得很好，但不喜欢阅读和书

写，三年级起开始有明显的偏科迹象。冬冬的家长对冬冬的语

文科目偏弱显得有点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数理化才是主项，

语文大多是死记硬背的东西，只要孩子聪明，多下点工夫很容

易就会赶上。冬冬在家长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更加排斥有要求背

诵和朗读的内容。只是在考试前下点工夫，但由于平时的基础

打得不好，往往成绩并不理想。

2 .学校因素

冬冬之前的语文任课老师年纪较大，因为冬冬常常在课堂

上扰乱秩序，他常常对冬冬进行严厉的批评，也曾因此找过冬

冬的家长。越是这样，冬冬学习语文的抵触情绪越大。再加上

冬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在教学管理上无意中更侧重数学的

学习，正投合了偏好数学的冬冬的意愿，无形中也为重理轻文

的冬冬创造不利的学习氛围。

（二）内因

1 .懒惰贪玩

冬冬是个聪明好动的孩子，但是缺乏语文学习的动力。不

00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在语文基础学习上，总想坐享其成。怕背

诵，怕翻译古文，作文常东拼西凑，草率成篇；考试敷衍了

事，马虎对待。把老师的教导当作耳旁风，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2 .学习方法失当

冬冬对语文学习有错误的认识，总认为语文就是死记硬

背。平时不肯下工夫打好基础，考试前凭小聪明突击复习。遇

到阅读分析题、语言运用题就摸不着头脑。由于平时的阅读积

累不够，遇到作文题更是觉得无话可写。

3 .底子薄、记忆差

低年级的时候，学科少而时间多，再加上老师抓得紧、自

己肯努力，尚能跟班就读，但随着年级的增长，学业的加重，

就逐渐感到力所不支。面对教材中大量的背诵任务，完成得总

是十分艰难，终于背下来了，很快又会忘记。语文习题中稍有

难度就一筹莫展，只好“参考”别人。作文总是想一段写一

段，思路混乱。

辅导策略：

（一）树立威信，让学生心服口服

像冬冬这样懒惰贪玩的学生，一般都比较顽劣，通常不听

老师的教导，不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任务。因此，要扭转他

们的学习态度，首先就要在心理上征服他们，树立教师的威

信。教师高超的教学水平和以身作则的师德规范，是树立教师

威信的前提。教师要让孩子愿意接受自己的教导，就一定要让

学生“服了”你。而作为一名老师，想让学生口服心服，第一

学 习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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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

个考察标准就是教学能力，一个在教学能力上不能让学生信服

的老师，往往在学生心目中就“人微言轻”，反之，在学生的

心目中就有了一席之地。

（二）消除抵触情绪，唤醒学习兴趣

懒惰贪玩的学生，因为其不端正的学习态度而常常受到老

师的训斥、家长的责骂、同学的冷落，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

形成了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还学会对抗、对立。因此，老师

要对他们一视同仁，并适当采取“倾斜政策”，多与他们谈心，

了解其思想动态，抓住其心理特征，及时发现其非智力因素中

的闪光点，大胆启用。同时，不失时机地捕捉他们学习的最佳

兴奋点，给予鼓励和引导、培养和激发，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安

慰、思绪得以唤醒、兴趣有所激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重新建立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三）多种手段，巩固成果

懒惰贪玩的学生最怕背书、默写等枯燥机械的学习任务，

口头上对老师答应得好好的，实际行动时却又推三阻四。老师

可以和他们约法三章，通过奖惩结合，从而来潜移默化地转变

他们的学习态度。还要与其他任课老师达成共识，采取统一协

调的教学策略，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通过合理的建议和

善意的提醒来争取得到学生家长的积极配合。更主要的是要培

养他们的自省能力，让他们逐步认识到自己身上出现的错误，

并把自我修正逐渐变为一种自发主动的行为。

006



（四）科学指导，循序渐进

老师可以有针对性地让学困生阅读一些人文科普读物，来

充实头脑。改变过去那种课堂教学以分析讲解为主的老办法，

改由学生自己阅读、思考为主，把重点难点放在如何引导学生

积极主动思考上。鼓励学生说出自己对周围事物的心理感受，

并设计一些题目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经常性地独立

地收集大量的事实并思考这些事实，进行系统整理，对比和分

析，以增强对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培养。对那些记忆力和理解

力都较差的学生，不能责备他们迟钝，也不要让他们拼命记

忆，必须要降低学习任务难度，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树立他

们学习语文的信心。

学 习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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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科不可怕

调查对象：俏俏，十一岁，女孩，小学五年级，独生子女。

家庭状况：俏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自幼在母亲身边长大。

俏俏的妈妈是公务员，收入基本稳定，家庭条件中等。

俏俏从小就不喜欢学数学，但每次考试还能及格。升入五

年级后第一次阶段性考试，她的数学成绩只有 30分。俏俏的

其他科成绩都很好，特别是语文，还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写

作得心应手，她的作文基本每次都是课堂上的范文，她在同学

中被称为未来的小作家。可是她一看到数学就头痛，对数学极

大地排斥。家长和她自己都认为是她生下来头脑就不聪明，反

应慢，没有数学天赋，才导致数学学不好。数学课上不爱听，

主要表现：

008



原因分析：

（一）外因

1 .家庭因素

俏俏年纪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俏俏的妈妈一个人带着女

儿，承担起教育和抚养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一位要强而令人尊

重的女性。俏俏的妈妈对女儿期望很高，平时对俏俏要求非常

严格，为俏俏的偏科也很伤脑筋，没少对她批评。听说俏俏数

学考了 30分，气就不打一处来，对俏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甚至动了手，也正因为这，俏俏还与母亲之间形成了强烈敌对

情绪。

2 .学校因素

俏俏在语文和数学方面的表现差距非常大，语文学科她是

宠儿，数学学科她却成了笨孩子。常常因为不能完成数学作业

经常开小差。偶尔认真听讲，但一旦有些知识听不明白，就不

再继续思考，不再听下去。能坚持完成数学的课后作业，只是

应付差事，做完后就再也不想多看数学一眼。由于长期在数学

上的挫败感造成她一提到数学，情绪就非常低落。每次坐到书

桌前，打开数学练习册时，就特别烦，根本学不进去，有时强

迫自己做几道题，结果不是做错就是不会做，为此她自己也非

常苦恼。

学 习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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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

或者不能正确回答出数学问题而受到否定。因此，对数学学习

越发地排斥。

（二）内因

每个学生都有对不同学科的好恶。俏俏喜欢并擅长文科就

会勤奋努力学习。相反，对学习数学没有兴趣，其主动性、积

极性也会大打折扣；俏俏在学习其他学科时，能够正常学习，

而在学数学时，表现出学习低效，学不进去，情绪低落等现

象，由此她自认为是自己脑子笨，不适合学数学，从而在数学

学习上失去了兴趣。其实，她是由于在学习中受到老师和家长

的批评从而产生焦虑的情绪并形成了条件反射，这种情绪和不

良条件反射往往导致一个人长处更长，短处更短，并且难以自

我超越。另一方面，俏俏的数学基础差，底子薄。为她学习数

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严重挫伤了她学习的积极性。

辅导策略：

（一）帮助孩子从心理上消除对弱科的“恐惧”

俏俏的偏科行为是由于在数学学习中遭受了学习上的失

败。老师和家长应该用积极的语言和心理暗示来帮助孩子消除

对弱科学习的畏难情绪。在不妨碍孩子整体学习基础上，允许

孩子对某一学科有所偏爱，以缓解孩子的心理压力。还可以帮

助孩子一起分析学习困难的原因，把弱门学科的学习目标从易

到难进行分解，一旦孩子达到制订的预期学习目标，学习有了

进步，老师和家长要及时给予鼓励、表扬，这样孩子对“薄弱

学科”的信心就会随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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