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4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前言

素质教育的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离开了对"后进学生

"的研究与关注下"素质教育"不但是虚假的,而且是虚伪的。小

学作为各阶段教育的基础,对学生的发展尤为重要。如果这一阶

段的后进生没有得到及时转化,必将会影响之后的学习和发展。

尽管"后进学生"在当前的小学学校中仍然占据着相对较小的比

例，但它却给班级、学生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困扰。只

有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发展,我们的教育才可以说是看见了成功的曙

光。有些老师一开始还对"后进"学生积极教育,努力转化,但由

于长期未取得成效,久而久之便不再愿意花过多精力去关注这部分

学生。也有些老师对" 后进学生" 直接放任不管,只要其不打扰

正常上课,任由学生上课睡觉、也不要求学生完成作业。如此,

只会让我们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落后。正确的看待他们并有效加以

指导,既是教师的基本职责,也是教师的智慧体现。

1  造成小学后进生的原因分析

要想转换后进生,首先要分析造成学生成为后进生的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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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能对症下药,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达到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

的目的。

1.1学生自身因素

除去先天的智力因素外,有的学生是在学前阶段没有打下基

础,并且没有进行及时补救,进入小学后,随着年级的上升学习的难

度也在不断增加,学生"欠账"就会越来越多,积累的问题没有得

到及时解决,学生逐渐失去学习的信心。

有的学生是过于贪玩,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学习只

是为了完成家长或者老师布置的任务,上课走神,对待作业马虎,学

习态度不端正,常常受到老师和家长的批评,逐渐产生厌学情绪。

还有一部分学生学习十分刻苦,但由于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

方法,学习效率低下,学习成绩与付出的完全不成正比,又没有及时

向老师或者家长同学寻求帮助,自信心受到打击,逐渐对学习没了

兴趣。

1.2家庭因素

家庭结构不良,如离异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等大都没有办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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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孩子足够的爱,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淡漠,父母与孩子之间缺少沟

通交流,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容易缺乏安全感缺少自信心。

父母没有以身作则,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父母对孩子的影

响极其重要。还有的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所以对孩子进行超前教育,小学就开始学习初中的知识,那

些知识远远超过了孩子的理解范围也不适应孩子的身心发展,效果

只会适得其反。

许多家庭中的某些人过于宠爱自己的孩子，这会导致他们变

得懒散，不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东西。他们会把所有的事情都交

给后进生来处理，这样就会造成他们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而阻碍他们的全面成长。

1.3学校教育因素

有的学校重知识,轻教育,学生学习负担重,学习活动单一,

同时课程内容和教育方式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学生对学习提不

起兴趣。

课程是为了适应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同时也应该适合学生自

身的发展。所以,应该教授学生认知范围能力以内的知识。近几

年,国家三令五申,禁止超前教育,教育专家也多次进行了申明,超

前教育有害,会造成厌学,注意力分散或逆反心理。

教师是后进生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师生关系影响着学生的

学习效果和发展,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有益于学生的发展,不良的

师生关系则反之。再次,有的教师对后进生的态度非常冷漠甚至

恶劣。另外,一些几乎从不受关注的中等生也是" 后进生" 的潜

在群体。教师在学校对学生的采取的评价方式也有一定的影响。

有的学校成绩决定一切,如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红领巾绿领巾"

事件。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侵犯学生价值取向及其尊严,还阻碍学

生向上求进取的通道,更破坏了我国教育的根本初心。

2  后进生的转化策略

2.1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树立学习信心。

良好的学习习惯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后进生通常没

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时,需要老师和家长给予学生足够的耐

心去矫正不良的学习习惯,比如课堂上思想开小差,精神不集中,自

习课目标不明确,东翻西翻,浪费时间等。教师应该找到适合后进

生的教育方式,结合后进生的实际情况,共同制定短期目标和长期

目标,当后进生达到一个短期目标时,适当对后进生进行鼓励并积

极引导,帮助后进生树立学习自信心。在课堂提问中,教师要把握

问题难度,鼓励后进生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不断增强后进生的课堂

存在感和自信心。

2.2优化教学环节,开展丰富的教学活动。

传统的课堂总是教师一个人讲,学生们听,很难激起学生们的

学习兴趣。小学阶段的学生喜欢新鲜有趣的事物，教学也是如此，

只有丰富有趣的教学活动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才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学生的兴趣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以统编版教材小

学语文三年级上册四单元的课文《总也倒不了的老屋》为例,传统

课堂上,会让学生学习生字,阅读课文,分析老屋的品质,推测接下

来会发生的故事情节。针对这一课设计可以请学生们角色扮演,用

表演的形式把文章呈现出来。鼓励学生们自导自演,教师进行指

导,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也能激发后进生的学习兴趣,

也应该积极鼓励后进生参与其中,比如扮演台词较少的小猫、老母

鸡小蜘蛛。对背台词有困难的后进生可以鼓励其加入道具组,协助

同学准备道具,也能锻炼其动手能力。总之,在教学活动中要让后

进生也有参与感。另外,随着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教师应该有效

运用多媒体课件,制作教学动画,生动形象的展示教学内容,更好的

引起后进生的情感共鸣。

2.3利用集体的力量

良好的班级氛围有助于学生的发展,积极向上的班风有利于

后进生的转化。用集体的力量感染后进生,经常开展小组活动,在

活动中拉近学生间的距离,也可以在讨论中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沟

通交流,后进生也可以向优秀生学习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和思考方

式。让同学们意识到自己的进步是全班的光荣, 李镇西老师的办

法是，让几个“后进生”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就开始进行“看

谁进步大”的比赛，到了半期的时候，以“XX进步大”的作文为

题，让全班同学投票，因为同学们的作文只能写一位同学，这就

让参加“进步”比赛变得竞争激烈起来，而这样的竞争随时都在

同学们的集体监督下进行，既然学生的“选票”是考试作文，自

然就会动真格的，而这种“认真”一定反映在平时对那几个“后

进生”的细心关注上。另一个方法:在班上找一位"帮助人"监督,

提醒学生遵守纪律,这位"帮助人"必须是平时表现优于后进生并

且取得后进生信任的同学。教师也要抓住教育良机,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不是单方面的说教,也不是严厉的批评打骂,而是利用集

体的力量感化学生,触及学生内心的情感,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学生

的不良行为。

2.4关注个体差异,注重因材施教。

每个后进生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这就要求教师因材施教,为不

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法,帮助后进生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让后进生也能参与课堂,融入课堂,体会到知识的乐趣。后

进生的学习基础通常较为薄弱,这时就应该从最简单的入手,等简

单的知识掌握后,肯定和表扬学生的进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之



    6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4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后再逐步增加难度。对基础不牢,学业落后的后进生降低标准,减

轻后进生对学习的畏难情绪。例如,一首小学古诗词要求同学们三

天时间能够背诵默写,对于后进生老师可以要求五天时间完成背诵

默写,五天时间完全没问题后,减至四天完成,最终达到与其他同学

同步。教师应该善于观察,不止要知道学生的弱点,更要发现学生

的闪光点。例如:甲同学学习成绩很落后,在班上也是沉默寡言,

不与同学交流更不会在上课时举手发言。在一次短跑测试中,老

师发现甲同学具有非常好的运动天赋,在运动会时,老师给甲同学

报名了短跑和长跑项目,果然,甲同学都拿到了名次,给班级争光。

同时,班上的同学也对甲同学刮目相看,并在下次的班委选举中推

选甲同学当体育委员。甲同学受到了同学们的尊重,逐渐开始主

动与同学们交流,向同学们请教学习问题,学习开始稳步上升。老

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长处,以"长"带"短",积极引导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2.5及时进行积极评价,肯定后进生的每次进步

不完全通过分数来评价学生,评价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全面的。

课堂上回答了问题,及时点评进行鼓励,哪怕答案相差甚远,也要鼓

励后进生敢于积极回答问题的勇气。在作业批改中,除了打等级,

也可以写一些文字性的激励评语,不断的对学生进行鼓励,激发学

生的内在动力。

3  结语

总之,在小学阶段的教学活动中,小学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关

键因素,对后进生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需要结合后进

生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并积极引导和支持。同时,也可以对后

进生转换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学习,探索出适合学生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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