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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提高农村小学留守儿童的学业水平 
◆唐旭东 1  程红娟 2  赵晓文 3 

（1 蒲城县罕井中心校；2 蒲城县大孔中心校；3 蒲城县大孔中心校） 

 
摘要：数学新课标特别强调：中小学数学必须在导学的过程中务实的突

显其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让数学教育惠及每个孩子。实现人人学

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
的发展。农村小学留守儿童不仅困扰着农村小学数学的教学，也直接影

响着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关爱每一个学生，特

别是留守儿童的学业 ，激励他们学好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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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我们就应该为学生的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服务.
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关爱每一个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学业，
这些学生虽然暂时在学习上没有大的起色，但我们要尊重他们、
爱护他们、研究他们，多给他们“家庭式”的温暖，激励他们学
好数学.现谈谈自己的具体做法。 

一、激发“留守儿童”学习兴趣、树立学习信心 
加强师德修养，提高教师理论素质，转变教师教育教学观念，

让教师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特别是关心爱护班
级中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针对留守儿童，要求每个教师做
到：“挖掘闪光点，扶持起步点，把握转折点，促进飞跃点”，要
向留守儿童多提供成功的经验，让留守儿童多体会学习的价值，
多品尝学习成功的喜悦；尊重留守儿童的人格，减少留守儿童学
习的挫折次数，以此来激发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树立学习信心。 

1、重视师生情感交流，做留守儿童的知心朋友 
2、课堂教学注重与生活实际相结合，降低纯知识教学的难

度，以便使留守儿童能更好的消化和理解 
3、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发展留守儿童学习数学的兴

趣 
4、培养自信，感受成功。  
5、肯定成绩，推波助澜。   
二、培养“留守儿童”良好学习习惯 
留守儿童内心世界的偏常，心理素质不好，学习行为习惯差，

是造成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的内在因素。因此，在留守儿童的身
边树立榜样，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用良好的学习习
惯来改变他们原有的不良习惯，用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来规范他
们的学习行为；针对不同的留守儿童以不同的思想教育来影响他
们，使他们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心，养成良好的习惯，是
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需要研究、着重解决的重要问题。 

要求留守儿童平时努力做到： 
1、课前坚持认真预习； 
2、课上专心听讲，认真思考，积极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 
3、课后及时复习，认真、自觉、独立完成各科作业，不懂

要多问，争取做到：堂堂清、天天清、月月清； 
4、仔细认真地做好阶段性测试，试卷分析后，要及时认真

地订正。 
三、指导“留守儿童”学习方法 
针对不同学科、不同留守儿童的特点，教师要因材施教、耐

心辅导。平时学习上，教师要变课后辅导为“课前指导、课内点
拨、课后补差”；课堂上，教师要针对留守儿童的学习能力，鼓
励他们积极动脑想、大胆开口说、认真动笔练；作业上，教师要
实施分层教学，优化留守儿童的作业设计、布置、批改与评价，
提高留守儿童的作业成功机会，让他们坚持做到堂堂清、天天清、
周周清、月月清；人际交往上，教师要让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介绍
他们成功的学习经验，主动督促帮助留守儿童学习，及时帮助留
守儿童解疑释惑；问题解决上，教师要指导留守儿童：针对这个
问题，要从什么地方想起？怎么样想？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
法？具体来说，在教学中要本着“低起点、小步走、快反馈”的
教学原则，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统一认识，每个月至少一次组织学科组的教师分析教学

现状，并制定对策，帮困解围措施落实到人，绝不放弃一个。 
2、激发情感。经常召开班级“留守儿童”座谈会，表扬他

们的点滴进步，鼓励他们树立学习的信心；经常与他们谈心或家
访，让他们感到自己被老师所器重，被同学所认可。 

3、学法指导。挤出中午、课间或放学后时间对这些留守儿
童耐心进行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补缺补漏等指导。 

4、分层辅导。为了使辅导有针对性、有实效，我们按程度
分层，将班级“留守儿童”分成 A、B 两层辅导，对 A 层学生采
用“圆桌式”的组织形式，老师与他们坐在一起手把手地教他们。
平时牺牲早上 7：20 提早到校的时间义务为他们辅导。另外教师
在本班级中找成绩优秀的学生与学习最困难学生“一帮一”结对
子，帮助他们补漏补缺。对于少数学习最困难 B 层学生，将他们
带在身边个别辅导。 

5、继续组织好师生互助组。努力提高教师引导学生进步的
能力，千方百计提高“留守儿童”的学习自觉性。教师要爱护“留
守儿童”，对“留守儿童”要多给予关怀，关注他们的点滴进步，
给“留守儿童”买适当的文具奖品（10 元）；向洋思学习，树立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观念。 

6、切实加强“留守儿童”的教育。从学生思想实际和身心
发展特点出发调整工作的着力点，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指导，变事
后补救为事先预防。建立完善多边谈话制度、告诫制度和处分制
度，多鼓励少批评，使其思想上有触动，行为上有制约。 

7、各学科教师要力争得到班主任的支持。在班主任的密切
配合下，帮助“留守儿童”正确认识自己成绩差的根本病症，以
激发“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帮助“留守儿童”建立积极的学
习心态，主动积极参与课堂学习，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使这些
被同学们看不起的“留守儿童”经得起成功喜悦与失败的考验。 

总之，在教学中，我们应特别注重农村留守儿童分层教学，
在课后为不同层次的留守儿童进行相应的辅导，以满足不同层次
的留守儿童需求，同时加大了留守儿童的辅导力度。要提高留守
儿童的学业水平，首先解开他们的心结，让他们意识到学习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使之对学习萌发兴趣。然后再教给他们技能，并
认真细致地做好查漏、补缺工作。留守儿童学业水平的提高，自
然而然也提高了全班学生的学业，当然，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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