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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做好小学语文学困生的转化工作 
◆钟淑萍 

（广西罗城县黄金镇寨道小学  546411） 

 
摘要：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领域，学困生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课

堂教学进度，给语文教学的均衡化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语文教

师需要重视学困生转化，并就教学模式和方法进行创新，从而保证语文

课堂更加高效。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学困生的成因，以及具体的转化

措施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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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新课程改革明确强调小学教育事业要注重均衡化发
展。而作为语文教师需要重点关注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重点关
注学困生群体。深入分析学困生形成的具体原因，并就教学方法
和策略进行更新，从而保证语文教学更加高效、高质，全面提高
班级学生整体语文学习水平。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学困生形成的原因分析 
就目前来讲，在小学语文教学工作范围内，学困生群体占据

重要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教学进度的顺利推行，也严重阻
碍教育的均衡化改革和发展。学困生形成的原因具体可以归结为
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学生智力因素限制。在语文学科领域，
语文思维、理解力先天薄弱，或者对语文学习缺乏潜力和天赋，
导致学习成绩低下。第二，非智力因素限制，主要表现在兴趣低
下、学习方法滞后等方面[1]。第二因素是形成学困生的主要原因，
也是教师需要重视的关键要素。在今后的教学领域，教师要积极
转变教学态度，重点关注学困生的学习表现。立足于学困生的学
习需求考虑，就教学模式和方法进行更新，督促其提高语文学习
的能力，建立起深入学习的自信心。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学困生的转化策略分析 
（一）构建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在语文课上，教师需要让学困生对语文学科改观，让他们认

识到语文课程是有趣的、拥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从而提高学生的
学习自主性。而良好的课堂环境是改变思想认知的先决条件，因
此，语文教师需要从环境着手加强建设力度。引进多媒体技术，
构建直观、趣味的语文课情境[2]。在课堂上，将一些抽象性强的
语文知识，通过图片、动画等素材的直观呈现，加深学生的认知
和理解。同时，也能够优化课堂气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
生形成良好的自主学习意识。比如说，教师在讲解《海上日出》
时，部分学困生可能因为倦怠情绪影响，对课文阅读缺乏兴趣，
参与积极性不高。对此，教师可以结合生活实际，搜集直观性的
情境素材，融入海上日出有关的风景纪实视频和景区宣传动画。
让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产生置身其中的感觉，深入体验海上日出
景色的魅力，形成独特的情感领悟。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
课文阅读和剖析，帮助学困生奠定良好的思维基础，提高阅读理
解力。 

（二）因材施教，分层教学 
在语文课上，教师需要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需求[3]。积极贯彻因材施教理念，关注学生个体之间的
差异，尊重学困生群体的学习基础和学习体验。之后，合理的贯
彻和落实分层教学法，针对班级学生按照学习能力进行隐形的等
级分层。在维护学困生自尊心的情况下，将其划分成一定等级。
以便教师可以根据学困生的学习基础，合理的设定教学任务，明
确学习目标和方向。让学困生群体可以顺利跟上课堂进度，循序
渐进的培养此类学生的自信心。比如说，教师在组织《珍珠鸟》
教学时，可以引导学困生就课文中的生字、词进行自主预习。或
者为学生设置导学案，引导学困生以此为载体，自主阅读课文内
容，梳理文章结构、了解文章所诠释的情感内涵，从而保证学困
生的自主学习更加高效，强化训练他们的语文思维。 

（三）小组讨论，实现互助教学 
在语文课上，教师为了顺利实现学困生转化，需要转变学生

的学习方式。改变传统单枪匹马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以合作的、
互助的方式进行课程探究和学习。从而提高学困生的学习积极

性，也能够在互相帮助的氛围下，实现共同进步与提升，推动小
学语文的均衡化教学和改革。因此，教师需要积极落实小组讨论
教学法。首先，针对班级学生语文基础进行等级划分。之后，将
不同等级学生均衡划分到各个小组，保证各个小组探究能力均
衡、一致。在此基础上，引导小组内部成员之间互相帮助，由优
生带动弱生，完成相关课程的探索和学习。比如说，在讲解《石
灰吟》时，教师可以引导小组内部成员之间就诗词进行鉴赏。鼓
励学困生积极参与到诗词鉴赏活动当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其
他同学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流，循序渐进的培养学困生的学习兴
趣，相互交流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 

（四）组织丰富实践活动，增强学习体验 
在针对小学生开展语文教学工作时，语文教师需要积极组织

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文化体验。愉悦语文学习氛围，让学困生
对语文学科产生学习热情，从而形成端正的学习态度，进而实现
学困生的有效转化。首先，教师可以在班级中组织趣味的语文活
动，比如说戏剧表演式朗读、诗歌朗诵、演讲、辩论等活动，让
学困生可以切实感受到语文学科的文化魅力，提高学习的自主性
和积极性。比如说，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之间围绕《夸父逐日》进
行戏剧表演，从而激发学困生学习兴趣。同时，教师还可以积极
组织课外拓展阅读、传经颂典等活动，从而丰富学困生文化底蕴，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五）激励评价，分层指导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语文教师需要创新评价思想和方法。尊

重学困生的主观体验，实施激励性评价。针对学困生的学习表现，
采用激励性的语言，进行鼓励和表扬，让其产生深入学习的动力。
同时，教师需要侧重于指导方法的更新与调整。针对学困生的心
里素质，以及接受语文知识的思维和能力基础，合理的调整指导
方法，帮助学困生走出学习误区，成功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
水平。 

结论：综上，学困生现象在小学语文教学领域普遍存在。教
师为了推动教育均衡化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学困生的学习情况，
并从教学思想和方法上进行改进。通过构建情境、分层教学、小
组讨论、丰富实践活动、激励评价等多个方面，改善学困生的学
习条件。让其对语文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并积极、主动、热情
的参与到语文课程深入探索活动当中，全面提高小学生语文学习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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