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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语文低年级学习障碍及矫正方法 
马晓东 

（临沂第四十中学  山东临沂  276000） 

摘要：小学低年级学生表现出的学习障碍绝大多数来源于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从学生的行为状况

观察角度出发，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心不在焉、机械呆板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学生学习障碍的心理环境。在

语文教学当中，重新调整语文教学思路，将语文学科的文化体验作为教学重心，引导学生参与到语文世界当中来，降低学生的心理

隔阂，帮助学生走出学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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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语文主要是以奠定基础为内容，一年级二年级语文

学科内容需要学生结合语言运用，学习读音和一些简单文字的识

写。对于已经能够自由交流的学生来说，低年级语文内容的学习并

不困难，学生产生学习障碍，更多来源于心理层面的问题，其中心

理恐惧、缺少学习兴趣等问题在当前语文教学实践当中较为常见，

应当成为语文教师重点考虑并积极解决的问题。 

一、小学低年级语文学习障碍的客观环境 

传统语文教学模式缺少对于学生学习状况的关注，虽然部分教

师会采用提问等手段与学生进行交互，但是从整体课堂设置来看，

教师作为教学“主角”的灌输主导模式仍然是教师普遍采用的教学

方法。学生在课堂学习当中扮演被动接受的角色，一旦学生丧失了

学习兴趣，无法形成学习动力，很容易出现心理层面对于语文学习

内容的厌烦。同时一二年级学生刚刚完成幼儿园的学习生活，小学

阶段的学习节奏和学习内容与幼儿园阶段差别极大，学生很可能存

在无法短期内完成学习节奏适应的情况，其中无法结合游戏形式开

展学习，需要较长时间被动听讲，是低年级阶段学生的主要心理状

态。语文教学本身有着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导致教学当中学生心

理状态变动较大，长时间的机械式学习容易产生心理层面的厌烦情

绪，导致学生很难聚精会神、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当中来，长

此以往，容易出现学习障碍。 

二、小学低年级学生语文学习心理因素 

在日常的教学观察当中可以发现，小学低年级学生由于年龄偏

小，缺乏自制力，欠缺意志力水平，学习过程中的学习任务更多需

要依靠外部监督来完成。在心理方面，小学低年级学生主要表现出

厌倦心理、畏难情绪和自卑心理三个方面的负面心理问题。 

（一）厌倦心理 

对于语文学科学习的厌倦在小学阶段学生学习心理当中普遍

存在，小学低年级学生在新课程学习中通常表现出从情绪高昂到热

情衰退再到最终感到厌倦的情绪过程，通常情况下，低年级学生在

长时间对于某一件事情进行关注后，都会产生一定的厌倦情绪，语

文学科作为低年级学生课程安排较为紧密的学科，学生无法进行规

避，缺少缓冲时间，在一节课完成后，很快便投入到下一节课的学

习进程当中，厌倦情绪逐渐加深，学生产生的厌恶情绪也开始加重。 

（二）畏难情绪 

低年级学生本身的意志力较为薄弱，在面对困难时很容易丧失

信心，感到绝望，进而选择退缩。畏难情绪在低年级学习当中极为

普遍，学生在语文学习课程中一旦遭遇到困难，便会不自觉地选择

放弃对于这部分难以理解内容进行学习的选择，转而选择其他的或

娱乐或放松的方式来进行逃避。语文学习当中的畏难情绪会进一步

提升学生的学习障碍。 

（三）自卑心理 

观察当中发现，部分低年级学生在学习生活当中已经或多或少

存在一定的自卑心理，自卑心理的来源较为复杂，可能是学习面临

压力、面临老师同学之间的歧视或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多方面

要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学生不敢参与到学习当中，既不敢主动回答问

题，也无法完成老师交给的学习任务，最终造成了学习障碍。 

三、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应对学习障碍的教学策略 

（一）强化对于学生学习状态的关注 

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成年人在心理表现方面有着显著差

别，低年级学生的心理情感问题能够通过日常生活的表情、肢体动

作和学习情况展现出来，教师只需要学生学习状况的细心观察，便

能够发现学生是否存在心理困惑，导致语文学习面临障碍。在语文

教学当中，教师应当树立起以学生为主心的教学概念，尊重学生并

积极鼓励引导学生对于语文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学生

在课堂当中的参与度。同时针对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教师应

当第一时间帮助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同时结合与学生家长的沟通，

了解学生在家庭生活当中是否存在影响心理健康的问题要素，从根

本上解决学生的心理障碍。学生在重新树立学习信心后，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参与到与其他同学之间的良好交流当中，引导学生在语文

学习当中，养成观察、阅读的良好习惯，认识到语文世界的缤纷多

彩，更加主动地投入到语文学习当中。 

（二）建立平等的教学环境 

为了能够帮助学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生活，语文教师在

课堂教学的设计当中，可以结合幼儿园阶段的趣味教学、游戏教学

等方法，建立起平等教学的课堂环境，教师需要与学生打成一片，

参与到学生的集体活动当中来，与学生共同进行知识游戏，解决难

题，引导学生产生对于教师发自心底的信任。在此基础之上，教师

应当建立平等交流的课堂沟通分为，由学生向教师提出问题，教师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问题可以是语文学科内部的问题，也可以是生

活方面的问题，教师为学生进行耐心的解答，帮助学生建立起信心，

形成沟通的欲望，同时感受到教师对于自己的关注。 

（三）推进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建设 

针对学生开展评价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对以往教学工

作情况的一次回顾。针对学生心理当中存在的畏难情绪和自卑心

理，教师应当采用多元评价、形成性评价等积极评价方式，从学生

身上的闪光点出发，提出对于学生价值的认可。其中多元评价是一

种综合评价方式，主要从多种视角出发，对学生在不同方面的价值

进行总结，多元评价强调真实，丰富，能够还原学生真正 的价值，

让学生认识到自身优势之所在。形成性评价是针对学生完成情况的

评价，作为一种鼓励性评价手段，教师应当熟练运用形成性评价方

式，为学生提供阶段性鼓励，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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