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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困生成因及转化的研究 
赵海英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陈集镇中心小学  252219）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学困生的含义及研究的必要性，然后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方面论述了学困生的形成原因。结合自

身的工作实际，谈了七条转化学困生的措施：一是尊重学困生的人格，使之鼓起学习勇气；二是适时鼓励评价，巩固学习兴趣；三

是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增强学困生克服困难的信心；四是用爱感化学生，使其“亲其师，信其道”；五是多表扬，少批评，激发学

习兴趣；六是多引导，少鞭策，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七是经常家访，加强与学生家长联系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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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困生”是指学业成绩偏低或思想品德欠健康的学生个体，

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不利因素，毕业后也是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是让每个教育工作者十分头疼而又不可避免的问题。曾有专家研究

表示，孩子刚出生时每个人的智力相差不是很多。那么，为什么到

后来，尤其是在学校里“学困生”这么一个群体也就逐渐地浮出了

水面呢？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学困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因

此，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寻找“学困生”的成因，并对他们进行转化，

已经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迫在眉睫的问题。下面，我通过搜集、查

找、阅读资料和文献，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谈点认识。 

一、学困生的形成原因 

学困生的表现多种多样，形成学困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教

育转化学困生，教师就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学困生采取灵活多样的教

育措施，有的放矢，决不能一刀切，一锅煮。为了使学困生的转化

工作进行的较为顺利，就有必要将学困生的形成原因进行细致地分

析，我根据二十年的班主任工作和其他班主任的经验、教训，认为

现阶段学困生的形成受以下两种因素的影响。 

（一）客观因素 

1.学校、教师的影响：（1）学校办学思想出现偏差，片面追求

升学率，忽视素质教育。（2）教师的教学方法呆板及教学手段简

单、落后，也会使学生感到学习枯燥无味，学习无兴趣，逐渐成为

学困生。（3）教师的教育方法不当，致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在

学习、品德上与老师对着干。（4）由于以上若干原因引起学习上

的欠账，又没有得到及时补救，账越欠越多，产生恶性循环，成为

学困生。 

2.家庭的影响：（1）家庭不和睦，父母离异或单亲家庭中的孩

子在家中得不到温暖，使其在性格和行为等方面对立性、对抗性较

强，成为学困生。（2）家庭父母文化偏低，对孩子的教育方法简

单、粗暴，以打代教等，使孩子失去学习动力，丧失学习目标，逐

渐成为学困生。（3）家长对孩子溺爱放纵，养成孩子独断专行的

性格，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任性胡来，学习下降，成为学困生。

（4）条件较好的家庭，不重视孩子的早期和现阶段的教育，托关

系，找门路，为孩子考虑就业“后路”，使孩子失去学习目标、动

力，成为学困生。（5）随着社会的发展，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留

守的孩子遇到问题缺乏及时教育和沟通，造成性格和行为上的偏

差，使其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没有得到好的培养，逐渐成为学困生。 

3.社会的影响：（1）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想，如“拜金主义”导

致新的“读书无用论”。（2）信息中的消极因素，如手机、网络、

游戏、影视等。（3）不良的学校周边环境，如小卖部、小吃摊等。

这些都可能使孩子成为学困生。 

（二）主观因素 

1.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某些特点：如强烈的好奇心、盲目的模仿

心理、易受暗示、逞强好胜、重友谊、好“结伙”、逆反心理严重

等等，都可能诱发某种不良行为。 

2.青少年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意志薄弱：学生缺乏社会经验，

正误不分，美丑不辨，受个人不健康的驱使，明知故犯，知行不一。 

3.青少年生理的迅速成熟与心理未成熟的反差：这种反差造成

心理的骚动不安，如果没有家长、老师，及时、正确的引导，易造

成异性交往过密等后果，影响学生正常的人际交往。 

二、学困生的转化措施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行素质教育，要求教育者要面向全体学生，

使每个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几方面全面发展。因此，我们不仅不能轻

视学困生的转化工作，而且要加强教育，使学困生变成优秀生，以

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在这里，结合我自身的工作实际谈谈对转

化学困生的几点看法。 

（一）尊重学困生的人格，使之鼓起学习勇气 

人的自尊是一个人要求得到别人肯定和重视以及自我肯定的

积极情感，不论学生是白天鹅还是丑小鸭，作为教师都不应该依这

些差异而厚此薄彼。他们之所以要来受教育，就是为了消灭这些差

异。因此，我们应该让学困生抬起头来走路。不是有人说：用爱才

能走进学生的心扉，学生才乐于接受你的教育吗？所以教师要厚爱

学困生。我就非常关注每一位学困生，在我的学生中，曾有一名类

似多动症的孩子，课上他总是偶尔插一句话，偶尔动一下凳子或桌

子，也因为如此，其余学生的目光也偶尔集中到他身上；课下就更

不用说了，想跑就跑，想打谁就打谁，自然同学们都很讨厌他。作

为教师，我不仅没有放弃他，还在不断地开导他、教育他，让他感

受到老师是喜欢自己的，对自己是充满希望的。 

（二）适时鼓励评价，巩固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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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困生在班级活动中出现问题较多，受到老师表扬和同学赞扬

的机会很少，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随时注意观察、了解，努力捕

捉学困生思想、行为上的闪光点，要及时鼓励。例如我在上面提到

的那位同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体育不错，于是我让他当

上了体育委员，并告诉他“老师相信你，你能行！”果然，渐渐地

他不再惹是生非了，学习成绩也上去了。 

为了给学困生提供表现的舞台和机会，我在授课过程中，多关

心他们，如只要有学困生举手，就会让他们先发言，若说错了，我

会笑着说：“再想想，你就会想对的，老师相信你。”若说对了，

我又会向他们翘起大拇指说：“你真聪明！”这使学生的脸上会洋

溢着自豪的笑容；再如在布置作业时，进行分层布置，对学困生布

置的偏少、偏易，使这部分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时，能体会到“跳

一跳，摘到桃子”的快乐。 

（三）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增强学困生克服困难的信心 

榜样是无声的力量，榜样对学困生的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能激

起最好的示范作用，这种作用往往能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使他们

萌发“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怕困难，勇攀科

学高峰，做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样的念头。教学中，教师要经常结

合教学内容讲述科学家进行创造的故事，如在教学小学数学“圆的

面积”一课时，用到了圆周率，我便借机给同学们讲了祖冲之如何

将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第七位，领先世界一千年的故

事。当学困生因被人歧视而觉得无地自容时，我便给他讲爱迪生小

时候是如何因学习成绩差而多次被老师、学校开除，后又经过自己

不懈努力终于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发明大王”的故事。教育学困

生要树立信心，克服困难。 

（四）用爱感化学生，使其“亲其师，信其道” 

教师要特别关爱那些“家庭营养不良”的孩子，如亲情缺乏就

要尽可能地用教师的情感去弥补。在我所教的班中有不少孩子经历

了父母的婚变。从小在父母的“战火”中成长，后又被父（或母）

带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中，更有甚者，被当成“皮球”踢来踢

去，在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属家中长大，我们又怎么去要求这些

孩子有好的学习成绩，有活泼开朗的性格，有强烈的责任心、自制

力呢？他们曾告诉我“从懂事起，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对这样

一批学生，作为教师，要关心他们的生活细节，如吃早饭了吗？有

无换洗的衣服？有无参加集体活动的费用？生活环境有无变化等

等。学生情绪异常时要迅速了解缘由，使其时时处处感受到老师的

关心，有了心的交流，学生自然会“信其道”。 

（五）多表扬，少批评，激发学习兴趣 

学困生本来就有严重的自卑心理，要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必须

以表扬、鼓励为主，不能够随便批评他们。如那个贪吃爱玩的高明

辉，过去的班主任说他屡教不改，不可救药，家长谈起来也是一筹

莫展。我担任他的班主任后，变批评为表扬，当他按时回校时表扬

他，当他成绩提高时表扬他，并鼓励他如果继续努力，会取得更大

进步。总之，利用一切机会表扬他。此后，他果然变得爱学习、守

纪律了。 

（六）多引导，少鞭策，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曾读过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发明大王”爱迪生和他的儿

子想把牛赶进圈，可是牛就是不进圈。于是他在前面使劲地拉，儿

子在后面使劲地推，父子二人累的精疲力竭也没能把牛赶进圈。这

时，他家的女仆见此情景，就拿了一把草，轻而易举地把牛引进了

圈。这就是鞭策与引导之间的差异。 

在转化后进生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重演爱迪生的悲

剧，还常埋怨转化工作艰难而低效，我们应像女仆那样学会引导，

要善于为学困生设计一个令他们心动的目标，站在前面引导他们，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千万别站在后面对他们指手划脚，或以惩罚来

强制他们转化，要让学困生满怀希望地参与学习。例如，我班学困

生陈静茹经常不完成作业，无故不到校，针对此现象我对其进行了

严厉地批评，并制定了惩罚制度，但我的这种做法非但没管用，反

而更加严重了。后来我得知她有个小脾气，凡事喜欢别人顺着她做，

我就试着做了几次，果然起作用，升级时她居然成了我班的优秀生。 

（七）经常家访，增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对学生的一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想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有的放矢的教

育，就必须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家长的思想观念，在转化学困生

时要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依靠家长的帮助来完成，这就要求教师

要经常与家长联系，随时了解学生在家中的情况和思想动态，根据

学生个性，依靠家长的帮助，多管齐下，力争转化学困生。例如：

我班学困生朱进日常行为散漫，经常两地欺骗，在家中骗家长，在

学校骗老师，但通过家访，家庭、学校双方相互联系，控制了他的

日常行为，在对他的转化过程中，家访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偏爱优等生，歧视后进生是我们教师的本能反应。但从素质教

育来说，教育的成功不仅是为高校输送优秀人才，而且是为改革开

放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面向全体学生是我们的师德表现也是

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为了大面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们必须跳出

传统教育的藩篱，以满腔热忱对待学困生，扎扎实实地做好学困生

的转化工作，让学困生的心里燃起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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