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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一数学学困生的预习问题及五步走策略 
◆赵  英 

（四川省西昌市礼州中学  四川凉山  615014） 

 
摘要：通过对教师的高标准严要求和学困生能力低态度差、储备少方向

“盲”、基础差思维僵的现状分析，提出了“分层走”、“提前走”、“牵着

走”、“小步走”和“自觉走”的预习策略，使学困生预习成为一种可能，

激发学困生预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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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学困生的预习问题，我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由于
我县小学未真正进行课改，小学生不熟悉课改模式，没有储备一
些必备的模式与策略，而且刚入学的初一学困生以机械记忆为
主，知识基础差，自主性不强，探究能力缺失，学习十分吃力，
再加之初一是初中学习的起始年级，因此重点研究初一数学教学
中学困生的预习策略是当务之急。 

一、初一数学学困生存在的问题 
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农村学校初一数学学困生主要存

在以下问题。 
1、标准高关注少，预习失去信心 
面对知识、能力、个性差异的学生，教师往往很少实行因材

施教，而是多数以中等生为底线，教学要求“一刀切”或随意拔
高，这种统一的要求，势必击碎学困生脆弱的心灵，表现在课堂
学习中，参与度不高，多数人持观望态度，完不成学习任务,使
学困生对数学的学习失去信心，因而学困生不是很多老师眼中的
“美”，是“负担”，易受“忽视”。 

2、基础差态度“恶”，预习敷衍了事 
由于我县小学未真正进行课改，小学生不熟悉课改模式，再

加之农村学校的学生基础差、学习态度不好，以致于耗费时间长，
学习效率低下，在相同的时间下，不能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在
学习中手忙脚乱，跟不上学习进度，即使能听懂，也做不起题，
预习只能靠敷衍了事．如果学困生还不预习，困难将越积越多．有
的学困生是基础差不能完成，而有的学困生则是能做，但缺乏学
习激情，导致态度不端正，不想完成，所以学习效率低，预习敷
衍了事，以致于越学越困。 

3、储备少方向“盲”，预习寸步难行 
因小学未参与过课改，学困生学习的自主性差，探究能力缺

失，没有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储备一些必备的模式与策略，在没有
教师的有效指引下，知识、方法间的联系转化未模式化，故预习
不知道何去何从，有时甚至根本不知道要干些什么，晕头转向，
找不到预习的方向。 

4、能力低思维僵，预习存在困难 
刚入学的初一多数学困生以机械记忆为主，思维不灵活，能

力低，学习十分吃力，不知道预习从哪里入手，也不知道如何下
手，“点”一下，“跳”一下，预习存在困难，体会不到优生从预
习中获得的快感，而只有无法预习的自卑，预习成了无赖之事，
只能靠抄作业完成学习任务．如前面的片段一，对学优生来说非
常简单，而学困生因为自主学习能力差，思维简单，只能望洋兴
叹，动不了手．即使做得了一两个，也于事无补。 

农村学校初一数学学困生存在诸多预习问题，我们准备从以
下几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设计策略 
学生的发展是一个“慢”的过程，学困生的成长尤其不能快、

要求太高，也许对学优生的“消极”要求，就是学困生的 高要
求，或者合理化策略。 

1、分道走 
针对教师“一视同仁”的统一要求，学困生常常无所适从或

根本就完成不了预习任务的情况，教师教学应该以学生认知发展
水平和已有的经验为基础[1]，在大致统一的前提下设计出 AB 两
类或 ABC 三类导学案，尽力实现因材施教、分类要求[2]，让学困
生走自己的路。 

2、提前走 

针对学困生在课堂学习中，基础差以至于效率低，跟不上学
习进度的情况，要求学困生必须要提前预习，所以老师要提前为
学困生量身定制预习案，并在当天学习任务结束后，专门安排时
间预习，让学困生保证足够的预习时间，通过预习，让学困生“笨
鸟先飞”。虽然多了预习时间，但能使学困生课堂更主动，而且
减少了课后整理消化的负担，降低了因做不起作业的大量时间的
浪费，学困生的自信也会慢慢形成，学习的乐趣自然也会产生，
态度慢慢转变。 

3、牵着走 
针对学困生思想方法模式策略储备少、目标不明确，找不到

预习方向的情况，教师在预习案设计时，通过一系列的问题串、
练习或流程图的方式，指引学困生预习、探究，使学困生的预习
有的放矢；在每次探究学习后，增加思想方法、模式策略的提炼，
有意识地引领学困生模式策略的储备，也是预习不可忽视的任
务。 

有些预习案习题采用填空题的形式设计了一系列问题串，代
替学困生不易操作的开放性探究方式，创造学困生探究可能，且
使探究具有指向性，结论也更容易生成；预习案片段还从学生熟
悉的旧知识（如小学所学的数的乘法、整数的变化规律等）入手，
通过一系列的问题串设计，加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和新旧方法
之间的类化，使预习水到渠成，让学生慢慢生成新的知识和技能
技巧，完成知识由低到高、由具体到抽象的迁移过程。 

4、小步走 
针对学困生机械记忆为主，思维不灵活，能力低，学习吃力，

不能完成预习任务的情况，教师在预习案设计时，要把复杂的问
题化为简单的问题,把未知的问题化为熟悉的问题,把综合性强的
大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3]，通过对问题的多级拆分和低起点
设计的原则，降低问题难度，使学困生能学习，并愿学习。 

5、自觉走 
通过提前分层设计和问题引领与细化等方式优化教学起点，

让学困生能预习，并在预习中找到我能学习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终产生数学乐趣，从而自觉、自愿预习。 

遵从农村学校初一数学学困生的心理和教育认知规律，以预
习案为载体，使学困生有机会实现“笨鸟先飞”，学习到“渔”
的本领，找到学习数学的兴趣， 终让学困生自觉自主学习，真
正实现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真正做到关注弱势群体，
服务于弱势群体，不落下任何一个学生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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