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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学困生”心理问题的表现及矫正策略 

姜莲花 

（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朝鲜族学校  吉林通化  134200） 

摘要：“为了孩子的发展”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在实际教学中，学困生还存在一定的比例，其形成原因有很多，主
要包括社会、学校、家庭及学生本人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为了做到学困生教育工作有的放矢，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面向全
体学生的教育思想，用爱心去感化学困生，让每一个学困生都能得到尊重和帮助，巧用赏识，开启学困生成功之门，运用发展性评
价，促进学困生发展，让学困生在一种健康、自由、愉快的环境中接受教育，自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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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科学研究发现，“学困生”都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学困生”的学习问题，首要的任务就是治
愈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学困生”的心理教育一直是让每一位
小学教师头疼的问题，很难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来从根本上治
愈“学困生”的心理问题。 

一、小学“学困生”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课堂表现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是“学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表现之一，“学

困生”在日常教学中不愿意跟老师和其他同学交流，对课堂的
互动交流充耳不闻；对教师提出的问题理解偏差较大；“学困生”
在课堂教育中总是表现一副事不关己的状态，逐渐产生了对学
科的厌学心理。 

（二）学习态度自由散漫 
“学困生”在学习中表现的自由散漫，课堂无故迟到早退；

上课不集中精力听讲，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与其他学生打闹
扰乱课堂秩序；不听从批评教育公然顶撞老师，课后作业不认
真完成敷衍了事。这种表现的“学困生”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
问题，对学科的学习存在极大的逆反心理。 

（三）意志力偏低 
小学阶段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而这

个阶段也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意志力偏低是当前小学“学困
生”的主要心理问题，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使得学生
的心理发生变化，甚至产生负面情绪。 

二、小学“学困生”心理问题的成因 
（一）学生自身因素 
在小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学习能

力和接受能力，这是非常正常的。智力因素在小学阶段表现得
尤为明显，因为有些学生的智力发育会稍微晚一些，而有些则
相对较早。学生自身差异的存在，必然导致他们在学习的过程
中有着不同的表现。而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障碍、理解
能力较差，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情况。我们必须认识到，“学困
生”的存在，可能和其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理解能力有关。
一方面，部分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沟通和交流，因
此，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同样难以对教师言语做出及时的反应。
而另一方面，小学学习过程对于学生的思考能力、学习方式方
法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但是部分学生对过程缺乏理解，抽象思
维能力较弱，这就导致学困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往往需要付出
更多的努力才能够取得和其他同学相同的成果。 

（二）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原因 
家庭和社会始终是学生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学习环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开始成为小学生的“新
宠”，他们往往沉浸于游戏而不能自拔。同时，家庭环境的恶化
也同样是导致小学“学困生”出现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家长离异、漠视对学生的教育等，都会导致学生心理上出现
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三）教师的原因 
教师也同样是导致当前小学“学困生”出现一系列心理问

题的重要因素。部分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过分
地强调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对学生情感的培养。当学生在情
感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想着怎么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而是

采用批评等手段加以抑制。除此之外，在面对一些学习能力较
差的学生的时候，有的教师不能摆正自身的地位，不仅不能让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功的快感，反而带给他们无尽的
挫折感，这显然对学生的心理成长和心理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三、小学“学困生”心理问题的矫正策略 
（一）激发“学困生”的学习积极性，帮助他们改掉不良

学习习惯 
我们必须认识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依

靠后天的培养而逐步形成的。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更是如
此。如果我们教师能够从其心理特征出发，对其加以针对性的
引导，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小学“学困生”来
说，激发和培养其学习兴趣，最为关键的是要帮助他们找到学
习的正确方法，并从中体会到成功感。例如，在开展“平均分
食物”这一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平时表现
较为一般的学生给予了特殊的“照顾”，让他们在讲台上用实物
来为班级上的其他同学展示这一课程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
“学困生”由于在课前已经进行了大量准备，所以可以重新找
回学习的兴趣。 

（二）改变评价方式，与学生拉近距离 
部分小学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学困

生”产生反感的心理，因此会频繁地对其进行批评。但是我们
必须认识到，批评并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学困生”所面临的
问题，反而会导致其在长期的批评之下产生严重的自卑感。这
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教学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改变我们的评价方
式，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到学生的闪光点。同时，我们还要积极
主动地和学生之间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通过和学生之间就
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的交流，及时地掌握其心理动态，并为其
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和辅导，从而让他们逐步地走出心理阴影，
重新树立起学习的自信心。 

（三）爱心倾注，消除逆反心理 
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真正意义上地爱学生，才能够感动

他们幼小的心灵，从而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而对于“学困生”
来说，教师所关注的爱和温暖，正是促使他们“亲其师，信其
道”的重要基础，也同样是当前“学困生”逆反心理的重要消
除工具，理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和肯定。 

四、结语 
通过对“学困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的分析，发现“学困

生”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课堂表现沉默寡言、学习态度自由散
漫和意志力偏低等主要外在表现。新课程标准对小学教育提出
了一切为了学生的教育方针，小学教师更加重视“学困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一面进行心理疏导一面灌输知识文化，成为了
提升“学困生”学习成绩的有效方法，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
绩，最终让“学困生”走出心理健康问题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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