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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困生的转化和发展是目前实施素质教育，学困生的存在是影响

素质教育发展问题之一，也是制约教育均衡发展的的重要环因素。语文

学困生的存在不仅影响学业成绩对今后的成长，人生后有很大的影响。 

全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的是语文学困生存在的问题。第二部

分研究的是语文学困生产生的原因。第三部分研究的是解决学困生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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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素质教育的宗旨是“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在教育的现实情况中，总有那么一部分学生的知识、技能得不到
有效的发展。这些学生的教育问题是一线教育工作的难题。学困
生的一方面制约着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会给学困生的家庭，甚至
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学困生的教育问题，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困生的转化是国家实施素质教育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
重要环节。 

如今，语文学困生问题已然成为小学老师教学中的难题，怎
么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别说是正常的教师对于一些专家来说都是
个难题 

二、语文学困生的问题 
学困生就是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学困生的智力水平正常，

但是学习成绩低于其他人，这些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思考不
积极，对于学习没有兴趣，甚至有些学生很努力的去学习了但是
成绩还是没有显著地提高。学困生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
大难题，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学困生，他们存在着哪些问题？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一直是个严重的课题。 

三、语文学困生的原因分析 
教育本着任务就是将学生培养成有用的人才，而语文学困生

的存在只会阻碍着这个脚步。语文学困生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社
会的原因、家庭的原因、学校的原因、学生自身的原因等等。 

(一) 社会因素 
现在学校的学困生日益增多，社会环境的变化是重要的因

素。网络影视的盛行、社会风气的恶化、应试教育的余毒都对学
生语文学习产生了不良影响。 

(二) 家庭方面因素 
家是孩子的避风港，家是孩子成长的地方，更是孩子的第一

个学校。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家庭氛围、家长本身文
化素质、家长的行为都是影响孩子成才的重要因素。 

(三) 教师因素 
学生的学习主要在学校，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教

师是学生在学习上的引路人，所以只有成为好的合格的引路人才
会把学生引领好。 

(四) 学生个性心理因素 
对于语文学困生，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上进心的，在一定条

件下，他们也能努力学习。但是由于意志力薄弱，缺少恒心，所
以时好时坏，学习语文是一项艰苦而且长久的活动，不是一蹴而
就的，而语文学困生背课文常常会半途而废，写字有始无终，这
些都是语文学困生遇到困难放弃的表现。 

四、解决小学语文学困生的策略 
(一) 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每个人在社会都扮演一定的角色，那么学生的任务就是健康

成长，努力学习。现在的社会丰富多彩，同时存在着诱惑，把持
住那么这些就是你前进的动力，把持不住这些就是阻挡你前进的
荆棘。如今的社会存在着腐败，权权交易的现象这些对于学生的
健康发展很不利。尤其是学困生，他们本身的素质较差，更容易
误入歧途，所以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有明辨是非的能
力，多传授给他们安全、健康、积极的知识 

(二) 家长要提高认识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要端正家长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素质，多学习，用正确的方
法教育孩子。孩子犯错误不要一味地打骂，要对他进行思想教育，
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学会鼓励孩子，考试考得好要夸奖她，
让他知道这是他努力的成果。好的教育方法才会教育好学生，所
以必须要提高家长的素质。 

(三) 教师要有责任心 
教师是平凡的人，但是平凡不等于平庸，作为工作者首先就

要有责任心。当你看见那一双双求知的，单纯的眼神你还会没有
责任心吗？你还会不负责么？一位真正的教师必须要有一定的
责任心，对待学生要想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对于学生的
一切都要了解，尤其是对学困生要更多地去关爱，了解他们的实
际情况，采用合理有效的措施去解决。他们不喜欢学习语文，就
要带领他们发现学习语文的兴趣，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鼓励他
们。 

(四) 克服惰性，养成好习惯 
由于学生处于年龄的原因，好玩是一定的，有很大的惰性，

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尤其是语文学困生。培养他们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上课要认真听讲，老师要时长注意他们的上课状态。
要认真完成作业，作业做完复习完才可以去玩。要让他们多读、
多写、多背，改掉惰性。因为学生小所以也需要老师父母的帮助，
帮助学困生的自我管理，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因为一个人的习
惯的养成与改掉都是需要自己本身去完成的，只有自身做到能够
很好的约束自己，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好好的学习把语文成绩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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