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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随着新课程标准的不断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学理念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思

想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而如今的教育教学也不仅仅只是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让学生能够全面发展；

特别是对于小学数学的教学来说，数学本就是一门逻辑性极强的学科，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就会逐渐出现学困生这样一个群体，

大部分学困生学习成绩较差，在教学过程中得不到老师的关怀以及重视，就会导致班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但素质教育的要求是要老

师注重对学困生的教学，在这个过程中，老师要明确学困生的心理特点，及时地对其进行干预，以此促进学困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因此，

本文主要谈谈小学数学学困生的心理特点及干预研究。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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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中，由于数学学科对学生各项能力的

要求都极高，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都还不太成熟，使得他们对数

学知识的掌握能力较差，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佳。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要及时制止学困生范围的扩大，解决学困生在学习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以此增强学困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小学数学的教学质

量和教学效率。因此，下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小学数学

学困生的心理特点，二是小学数学学困生的干预策略。

一、小学数学学困生的心理特点

对于小学数学的教学而言，老师要充分明确学困生的心理特

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帮助更多的学生摆脱学困生

的帽子，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得到成长，所以说，学困生的心理

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自卑心理。由于学困生学习成

绩较差，所以老师在教学中会常常批评或者指责他们，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学困生形成自卑心理，这种心理会让他们处于孤立、无

助的境地；其二，焦虑心理。学困生自身的数学知识比较薄弱，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经常产生焦虑的情绪，因此就会害怕老师的

提问、检查作业、考试、家长会等，不利于学困生的转变；其三，

厌学心理。学困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得不到老师的重视，遇到难

题也不敢向同学请教，因此就会逐渐产生厌学情绪，主要表现为

上课小动作不断，注意容易发散，学习效率低下。

二、小学数学学困生的干预策略

（一）加强情感干预，激发学困生的学习兴趣

在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会

增多学困生的数量。所以说，老师要及时的更新教学方法，采取

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加强对学困生的情感干预，以此激发学困生

的学习兴趣。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

重每一个学生，让学困生可以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以此提高小学

数学的教学质量。例如，在教学北师大版四年级上册数学《生活

中的负数》这一节内容时，老师就可以通过提问学困生“今天的

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分别是多少”相对简单的问题，引导学困生

对负数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理解，激发学困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

困生得到平等的对待，有效消除学困生的自卑心理。

（二）进行分层教学，提高学困生的思维能力

分层教学时近几年比较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很多学科都应

用分层教学，对于小学数学而言，为了对学困生进行心理干预，

老师就可以采取分层教学，以此提高学困生的思维能力以及数学

水平。所以说，在备课过程中，老师要明确不同层次学生的任务

以及目标，要掌握好学困生的心理特点，为学困生创设良好的学

习环境，增强其自信心，消除厌学心理。例如，在教学北师大版

四年级上册数学《线与角》这一节内容时，老师就可以进行分层

教学，对于同一个问题，老师可以先让学习较好的学生回答，然

后由学困生补充，使得学困生可以获得自豪感，也可以得到老师

和学生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学困生要明确线段、直线、射线

的定义与区别，并且可以自主地画出来。

（三）开展激励评价，增强学困生的学习热情

对于小学数学的教学而言，学困生的自信心、成功感、学习

兴趣都离不开老师的激励性评价。基于此，老师在教学中就要多

多开展激励评价，增强学困生的学习热情。在这个过程中，老师

要关爱每一个学生，及时发现学困生身上的亮点，让学困生可以

在一个良性的循环中学习，以此使得学困生的焦虑心理可以充分

的革除，使得学困生的转化工作顺利展开。例如在教学北师大版

四年级上册数学《认识更大的数》这一节内容时，老师就可以在

学困生回答问题后及时的给出反馈，积极的鼓励学困生，以此建

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打开学困生的心理，让学困生的可以一直对

学习保持热情，也可以让小学数学的教学质量可以大大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中，老师要充分明确学困

生的心理特点以及干预策略，并且要不断进行实践，找到适合学

困生教学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学困生可以得到极高的尊重以

及平等，使得学困生可以从中品尝到成功的滋味，也可以让学困

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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