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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初中数学教学工作开展期间，学困生

问题始终是困扰教育工作者的重要问题。基于此，大批

研究人员表示，为了合理促进我国学困生问题的充分解

决，教育工作者应从多个角度入手对于学困生的成因进

行分析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便有效推动我

国初中阶段数学教学质量的合理改进 [1]。面对这一问题，

近年来，大批教育工作人员结合传统教育教学模式进行

了分析并应用素质教育观念对于如何促进学困生的合理

转化进制定了一系列的优化方案。实践表明，通过相关

工作的全面落实，有利于促进我国学困生群体的合理调

整，对于教育教学事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一、促进学困生转型的重要意义

在初中教学工作开展期间，学困生问题往往是长期

以来困扰教育工作者的重点问题。对此，大量教育工作

人员指出，通过积极做好对于学困生转型工作的合理落

实与渗透，有利于帮助学困生群体合理实现，对于数学

知识的充分理解与掌握，对于初中阶段教育教学工作的

目标的达成具有积极意义 [2]。与此同时，通过有效做好

对于学困生的转型，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更好的引导

全体学生积极实现对于教学活动的充分参与，对于良好

课堂教学氛围的营造与构建同样至关重要。

二、初中数学学困生的学习障碍

（一）数学基础知识较为薄弱，不利于其充分理解数

学知识内容

总的来看，学困生群体往往存在一个共性问题，那

就是其对于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水平相对较为薄弱。研

究人员表示，这一问题的存在往往不利于其在教学过程

中更好地跟上教师思路实现对于数学知识的充分理解与

有效探索基，继而对学生数学基础知识框架的构建与自

身数学综合素养的培养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与阻碍 [3]。与

此同时，由于涉及问题的存在，其在对数学知识进行学

习的过程中往往存在较大的困难，从而容易导致学生学

习信心的弱化，继而不利于其全面实现对具体内容的了

解。

（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较差，不利于其结合知识进

行自主探索

相关调查显示，学困生群体在数学知识学习过程中

的主观能动性往往相对较差，基于此，学生往往难以有

效实现对于相关知识的自主探索与分析，继而不利于其

全面实现对于数学能力的合理优化与改进 [4]。在这一问

题上，大量研究人员指出，主观能动性往往是学习者开

展知识学习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一旦学生主观能动性出

现弱化，则其往往难以合理实现对于具体内容的全面思

考，进而极大地限制了后续教育教学工作的有序开展。

比如，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学生往往难以在课后学习

过程中合理实现对于相关内容的探索与分析，继而对后

续教学工作质量的优化和改进造成了极大地限制。

（三）教师对于学生缺乏关注，不利于师生交流互动

的有序落实

研究人员指出，现阶段，在教学工作开展期间，由

于受到个人经历的限制，部分教师往往难以有效实现对

于学生群体的合理关注，从而导致师生交流活动难以得

到合理落实，继而不利于后续交流活动工作的有效落实。

在这一问题上，大量研究显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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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习惯于倾向对好学生给予更多的提问，基于此，其对

于学困生群体的关注度相对偏低，从而限制了良好师生

交流互动的合理落实 [5]。然而，这一问题往往会造成学

困生数学学习难度的进一步加大，进而导致其数学知识

学习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对于学生群体数学综合素养

的养成造成了一定阻碍。

三、促进初中数学学困生转型的主要策略

（一）做好基础知识教学，帮助学困生夯实数学知识

基础

从教学工作的角度分析，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初中

数学学困生的合理转型，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做好对于基

础知识的全面分析与探索，以便有效帮助学生实现对于

数学知识基础的合理夯实，确保其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于

新知识的充分接受与理解，继而为后续教学工作的发展

提供强劲的助力 [6]。在这一问题上，大量研究资料显示，

通过积极做好对于基础知识的全面强化，有利于帮助学

生更好地奠定数学知识基础，对于后续教育工作质量的

全面完善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在这一教学

模式的辅助下，教师可以帮助学生逐步实现对于相关知

识的全面分析与探索，进而为后续教学工作质量的优化

造成极大的影响与阻碍。例如，在对数学教材中《平行

线及其判定》一课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做好对

于相关基础知识的说明与告知，教师可以帮助学困生对

于相关知识进行合理说明，以便引导其结合知识进行自

主思考，继而为其数学知识掌握情况的优化提供助力。

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合理做好对于学困生的关注并及时

对其存在的疑惑给予解答，以便帮助其合理实现对于基

础的夯实。

（二）有效设计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实现探索积极性

培养

在教学工作开展期间，为了进一步促进学困生学习

障碍的合理扫除，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做好对于课堂教学

环节内容的设计，以便帮助学生有效实现对于知识探索

积极性的培养与调动。在这一问题上，研究人员表示，

通过良好教学内容的选取与教学模式的应用，教师往往

可以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知识探索氛围，对于学生探

索积极性的全面培养标准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7]。与此

同时，在这一教学工作的辅助下，教师可以借助日常生

活情境帮助学生进行思维的代入与分析，从而帮助其将

抽象的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以便激发学困生对

于数学知识的探索兴趣，这一点对于学困生学习障碍的

全面消除至关重要。例如，在对数学教材中《二次函数

的图像和性质》一课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多数教师公认

其是困扰初中生数学学习的难点问题，基于此，教师可

以通过信息技术辅助的方式开展教学，以便通过相关网

络资源帮助学生对于二次函数图像的变换情况进行充分

了解，以便通过动态图像有效引导其理解二次函数的性

质所在。与此同时，通过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问题作

为切入点代入二次函数模型，教师可以帮助学生透过事

物合理实现对于数学模型的充分归纳，以便结合二次函

数知识进行获取思考，基于此，有利于引导学生有效实

现对于数学思维的全面培养。

（三）积极开展师生交流，合理促进良好师生关系的

构建

从教学工作的角度分析，为了进一步促进学困生学

习障碍的有效消除，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做好对于学困生

群体的密切关注，从而有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做好师生

交流环节的设计与实施。在此过程中，大量教学实践表

明，通过良好师生关系的合理构建，教育工作者往往可

以有效拉近自身与学困生之间的距离，从而消除师生代

沟，帮助学困生及时结合相关问题对教师进行提问，以

便促进学困生数学能力的全面优化。与此同时，在师生

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帮助学困生树立知识学习信心，

从而为其知识掌握水平的优化提供强劲的助力。例如，

在对数学教材中《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一课进行教学

的过程中，通过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困生的相关反应

进行关注，教师可以正确分析其在知识掌握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基于此，教师可以根据学困生存在的薄弱环节

进行强化训练并及时对其给予积极的心理暗示，以便帮

助学困生有效实现对于知识的理解并坚定自己学习数学

知识的进行，这对于学困生状态的初步优化具有积极的

指导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在初中数学教学工作开展期间，

如何有效促进学困生的合理引导是摆在初中数学教师面

前的重要任务与使命。基于此，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做好

对于相关内容的密切关注，以便合理促进教学方法的调

整与变革 [8]。面对这一问题，大量研究资料显示基于传

统教育教学模式下，学生群体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参与

度相对偏低且其实践机会较少，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学生难以合理实现对于相关知识的有效认识，继而

造成了学困生的出现。为了充分应对这一问题，教师应

积极做好对于传统教育工作模式的有效分析并及时调整

教学侧重点，继而为后续教学质量的优化提供相应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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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从教学工作的角度来看，教师应做好对于学生群体

的密切关注并有效推动教育模式的转变，进而帮助学困

生更好地实现对于相关数学知识的有效探索与理解，以

便全面促进学科生群体的合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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