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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心理学知识对转变农村小学学困生的启发 
◆马玉焕 

（山东德州市平原县王杲铺中心小学  253105） 

 
摘要：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和动物尤其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

和活动规律的科学，是一门应用学科。作为从事农村基础教育的工作者，

应结合农村教育教学工作的特点，运用心理学理论、方法，探讨研究学

生在学习中的心理活动规律；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学生学习困难的原因；

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将心理学知识广泛、深入地运用到教育教学中，

做好学困生的转化工作，让学困生成为中等生甚至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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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困难的界定和转变学困生的重要意义 
（一）学习困难的界定 
学校心理学家认为：学习困难是指感官和智力正常，但在学

习方面学习存在困难而导致学习结果远未达到教学目标的心理
问题[1]。 

（二）转变学困生的重要意义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引导学生成为新世代

的优秀建设者。 
二、目前造成学困生的主要因素 
（一）个性心理特征 
个性心理特征是指在心理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

的成分，它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 
（二）家庭因素 
发展性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个体在其生命全程发展中与环境

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规律。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四系
统观”。个体是在四个不同的结构水平上与他人或周围环境发生
各种关系，或进行交互作用，决定个体的发展历程[2]。 

现在，农村出现了大批的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有的长期
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学业上缺乏指导与监督。另外，随着单亲家
庭和重组家庭的增多，环境的不断变化如转学，也成为儿童学习
困难的影响因素之一。 

（三）学校因素 
心理学家康纳利指出，很有必要像熟悉儿童的特征那样，熟

悉学校的特点。现在农村有不少寄宿制学校，学校成了学生学习、
生活、交际的主要场所，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密切联系。
有的老师对学困生缺乏足够的爱心和耐心。有的学生歧视他们。
结果存在学习困难问题。 

三、运用心理学知识解决当前学困生的策略 
（一）通过对心理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做到以人为本，有的

放矢，全面了解和满足学困生的的需求，利用有效的激励机制，
转变学困生。 

1．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 1943 年提出了需要层次理

论。目前，发现农村小学学困生对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普遍多一些，有的甚至十分强烈。如，有位学困生，
其父母外出打工。她寄宿在学校。课上课下无精打采，渴望父母
的爱。以上例子说明他们需要关爱。作为寄宿制教育工作者，及
时利用心理学知识，做好孩子的心理工作，同时让家长关心、重
视孩子的心理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转变工作。 

2．期望理论 
1964 年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首先提出了著名的期望理论视。

小学学困生对学习目标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需要正确引导，
这也正是对“三观”的启蒙渗透。引导他们看到实现目标的有利
条件，对学习充满信心。 

（一）根据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解决学困生的心理
问题 

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任何认识过程都包含一定的认

识发展结构。如对小学五年级的学困生进行数学辅导，要知道在
这个阶段儿童的智慧活动已经具有了守恒性和可逆性，掌握了一
定的逻辑运算能力，但这个时期的儿童离不开具体事实的支持，
尤其是学困生，就只能把逻辑运算应用于具体的或观察所及的事
物，而不能把逻辑运算扩展到抽象的概念中，所以在纯粹言语叙
述的情况下进行推理，就会感到困难[3] 

（二）结合学困生的年龄、性别和个性心理特征，培养学习
兴趣 

兴趣是指人力求认识和趋向某种事物与肯定情绪相联系的
个性倾向。我们要关心青少年一代，特别是各个年龄阶段的学困
生兴趣的培养与发展，根据他们的年龄、性别和个性心理特征等
的不同情况，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帮助他们制定一个经过努力而
能实现的学习目标。有了适当的目标，一个人就会有信心，有方
向，激发起了兴趣，并且鼓励他们不怕困难，努力克服学习中遇
到的困难。采取了这些行之有效方法，培养引导和诱发兴趣，为
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心理认知水平，克服偏见 
1．学习困难的学生的心理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

经过一年、两年乃至三年以上，经过多个学期的学习以及跟班就
读而逐渐形成的。现在，农村小学教师队伍的师资水平普遍提高，
多数学校的任课教师是跟班、跟年级教学，因此会不可避免地造
成教师对学困生的心理定势。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要利用积极的心
理定势，避免消极的心理定势在教学工作中的干扰。多一些理解，
多一些支持，多一些表扬，让他们从心理上感受到温暖，对学习
有热情。 

（四）运用社会学习理论和强化技术转变学困生 
1．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特别强

调榜样的示范作用。 
根据这一理论，教师在在安排学困生桌次或学习小组时，让

他们与中等生或优等生在一起，利用榜样的力量影响、感染和带
动。例如，有的学困生不爱回答问题，当其他学困生或中等生回
答问题时就加以表扬，引起不爱回答问题的学困生的注意，让他
们有表现的欲望，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积极的学习态度，
最终转化成优等生。 

2．适当应用强化的技术 
（1）强化技术：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如果在一定情

景中，某人做某事之后，积极强化物随之而来。 
（2）强化物的选择及强化的方式 
在学校情景中常用的强化物很多。社会强化物如教师的口头

表扬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另外非言语的强化如教师的微笑、肯
定、赞许的表情等也是非常有用的强化物。 

四、心理学知识与解决学困生问题的关系 
（一）心理学研究理论为解决小学学困生问题提供了依据，

指明了方向 
（二）教师和家长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是解决小学学困生

问题的基础与关键 
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将心理学知识深入、广泛地运用

到教育教学中，做好学困生的转化工作，让学困生成为中等生以
及优等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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