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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数学差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郑雪萍 

（四川省剑阁中学） 

 
初中数学与高中数学的跨度大，进入高中后很多学生在数学

上就感觉力不从心。现状已形成，如何改变现状就很关键了。教
育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
力，这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社会和教育对学生的客观要求在
学生头脑里的反映，它表现为学习的意向，愿望或兴趣等形式，
对学生起着推动作用。学习动机是在不同的生活条件，教育条件
影响下形成的心理现象。这种学习动机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培
养： 

一、排除心理障碍，唤起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数学，首先要不怕数学，老师在这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拉近师生距离，让他们对数学老师有亲近感；在生活中常
和他们谈谈数学，比如说大家常买的彩票就可用数学中的概率计
算，你能中百万大奖的可能性有多大，让他们觉得生活中也常遇
到数学，觉得数学还是离我们很近，从心理上不排斥数学，这样
就不怕学数学，也会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二、要耐心细致地疏导，增强学生的信心。 
学生的数学基础差，其实是既有困难又有潜能，因此教学的

首要工作是转变观念，正确地对待数学差的学生，认真分析学不
好数学的原因，允许学生数学学习上的反复，从中来激发他们学
习数学的信心，并创造条件，让他们体验到做对数学题的成就感
与喜悦。在过去的学习中，他们受到的肯定和鼓励相当少，从而
要积极地创造鼓励肯定他们教学环境，促使他们对数学产生兴
趣，让他们在数学学习上取得成功，使他们感到自己能做数学题，
做对数学题。另外从学习的实际情况出发，降低和调整某些教学
要求，由浅入深，层层递进。 

三、在教学中，实行“低起点，多归纳，勤练习，快反馈”
的课堂教学方法。 

帮助学生树立起学习数学的信心，为他们学好数学准备条
件；但单靠有信心，还是学不好数学的，如果学生没有产生一种
自己学好了数学的切身体会，那么种信心就不会持久，而且会进
一步造成更大的失败和自卑。因此，教师在帮助学生树立起学习
数学的自信心后，更重要的工作时创造条件使学生真正地学习和
掌握大纲教材所要求的数学知识，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学好了数
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足于课堂教学的改革与时效性。实际
“低起点，多归纳，勤练习，快反馈”的课堂教学方法，重点就
是培养，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 

（1）低起点  由于学生基础较差，因此教学的起点必须低，
整体上加强代数为起点，代数中含有大量的运算，培养其运算能
力，尤为重要。比如说初中的因式分解中的十字相乘法。在课堂
中随时应用，让学生习惯用。教学中将教材原有的内容降低到学
生的起点上，然后再进行正常的教学，以下几种“低起点”引入
法。 

以课本教材中的较容易接受的知识引入作为起点，如“数
列”，“向量”，“三角函数”，“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等内容，
按教材中引入法为起点。 

我们可以以教学内容的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作为教学的起
点，如学习对数知识时，先让大家掌握一些幂的结果如 2n（n 为
1、2……10）3n（n 为 1、2、3……6）等。以及 20 以内的平方，
从而降低了起点，便于学生理解掌握这一知识。 

我们以所学内容的解题方法为数学起点，比如学分式和不

等式的解法时，先由 ＞0 得 ab＞0，由 ＜0 得 ab＜0。

由分式不等式转化为整式不等式，再按整式不等式的解法进行

解，又举例对 的解题过程进行归纳总结分式不

等式的解法。 

以所教的新内容的特殊基本原型作为教学的起点，如在“直
线上已知两点坐标求直线斜率的斜率分式”时可让学生直观的感
觉如果对每一条直线的倾斜角取正切现实不，直线的倾斜角怎么
来，不可能用量角器量，于是我们要找新的办法解决直线的斜率
问题，于是引入新课。 

从学生已学过所掌握，所了解的知识，例子作为起点，通过
新旧知识的异同点类比进行教学，如“解不等式”可以与“解方
程”进行类比，“分式”可以通过“分类”，“相似性”可通过“全
等形”进行类比引入教学。 

（2）多归纳，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要给予学生多归纳，
总结，使学生掌握一定的条理性和规律性。如学指数函数，对数
函数，常用的几个公式要让其记牢，又如学圆锥曲线时，每一种
曲线归纳其几何性质，图形进行类比，常见的题型进行归纳，用
定义与几何性质类型直线与圆锥曲线相交的类型等。只有不断的
总结，知识才会记得牢固，才能有创新和发展。 

（3）勤练习，数学算题，光靠课堂听，那只能掌握皮毛，
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大量的练习，差生欠缺的就是这一点，他们不
喜欢算题，拿着题只看不动手，这是学数学最忌讳的。对于高考
要考的重点知识，在那里多找题，让他们反复练习同一个知识点，
一个月后，二个月后又出现，让其不会忘记，不断地以题的形式
让他们去巩固，另外在教学中将每节课分成若干个阶段，每个阶
段都让自学，讲解，提问，练习，学生小结，教师归纳等形式交
替出现，这样，调节了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大量参与课堂学习
活动，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事实表明：课堂活动形式多了，
学生思想开小差，做小动作，讲闲话等现象大大减少了，课堂效
率也就高了。 

（4）及时反馈，长期以来受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数学学
习往往需要多次反复才能掌握知识，这里的“多次反复”就是“多
次反馈”教师对于作业，练习，测验中的问题，应采用集体，个
别相结合，或将问题渗透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进行反馈，矫正和
强化。 

四、制造“饥饿感”，培养学习动机 
所谓制造“饥饿感”，就是使学生从“饱食终日”的心理状

态下摆脱出来，使之感到某种精神上的“饥饿”。 
对于不知“知识饥饿”的学生来说，书籍不可能是需求的现

象，当教科书及其它书籍源源不断地提供在他面前时，他是不会
主动地寻觅书籍的，因此在学校，在家庭，不宜提供过度泛滥的
参考书籍。作为积极的动机，应通过种种的体验，使之意识到“未
知的世界”，培育求知欲，觉悟到无知是制造“饥饿感”的契机，
从广泛的体验中培养兴趣和爱好乃是培养动机的重要教育。 

总之，学生学好数学为高考加分，他们将终身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