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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析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转变学困生 
◆朱月梅 

（成都高新福田乡福田九义校  641419） 

 
摘要：数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内容比较抽象难懂，充满枯燥的公式

和运算，对于一些小学生来说，不容易直观理解，也难以产生兴趣，不

能达到小学数学教学的课程目标。本文首先分析小学数学学困生的成因，
然后探讨怎样对其进行转化，使他们的学习效果逐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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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内容比较抽象难懂，充满枯燥的
公式和运算，对于一些小学生来说，数学课堂的学习内容缺少生
动性，不容易直观理解，也难以产生兴趣，各方面的原因共同导
致部分学生学习效果较差，不能达到小学数学教学的课程目标。
本文首先分析小学数学学困生的成因，然后探讨怎样对其进行转
化，使他们的学习效果逐步得到提升。 

一、小学数学学困生的形成原因 
（一）对数学学习缺乏兴趣 
小学数学不仅仅本身难度较大，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繁琐

性，而且学生也不容易对数学学习产生兴趣。小学生由于年龄较
小，大脑和心理还未发育完全，对抽象事物难以理解掌握，更加
喜爱生动活泼的内容。与此同时，小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差，
在课堂上经常不能集中注意力，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更加
难以领悟数学知识点，逻辑思维能力也得不到良好发挥，这些问
题使得小学生对数学学习提不起兴趣，考试成绩差，甚至畏惧数
学，持续较长时间之后还会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导致学生对其他
科目也失去学习兴趣。 

（二）教学方法和理念过时，未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 
小学生的大部分知识是在课堂学习中获取的，但一些教师的

教学方法和理念过于呆板，不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忽视了学
生对知识的接受掌握能力，一味实行自己制定的教学目标，未考
虑到学生有可能无法跟上教学进度。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完全
照本宣科，没有考虑到小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年龄特点，学生听课
时感到枯燥乏味，注意力更加不能集中，从而无法掌握老师所讲
的知识，考试成绩不理想，进一步伤害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未能贯彻落实新课标精神 
新课标原本要求教师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开展分组合作学习。让学生对学习内容分组进行讨论，不但
可以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和探索能力，同时也利用了学生活泼好
动的特点，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然而，许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然固执己见，坚持使用老师讲、学生听的老
一套办法，置新课标精神于不顾。或者即使设置形式上的分组讨
论，也不敢给学生太多时间，害怕影响自己的教学进度。这些做
法不仅违背了新课标的教学目的，也忽视了学生的特点、兴趣和
实际需求，对教学效果起到非常不利的影响。 

（四）家庭教育未能配合学校教育 
虽然大部分家长十分重视子女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但同时也

对学校教育给予了过高的期望，并没有对学生做到有效、合理的
家庭教育，认为家长只需要负责子女的穿衣吃饭即可。家长在数
学教育方面完全依赖学校，很多家长不会辅导甚至没有能力辅导
孩子的功课，使学生在家无法学习数学知识，只能依靠教师讲授
的课堂知识。[1] 

二、转变小学数学学困生的方法 
（一）激发小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基本动力，尽管数学科目的学习内容相对枯燥

乏味，许多抽象内容难以理解，但教师可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
使用形象化、生动化的语言进行讲授，利用学生的好奇心，使学
生能够集中注意力，对数学学习产生兴趣。例如在讲解除法运算
时，如计算 100÷4，教师可以以切蛋糕为例，让学生计算 100
克的蛋糕平均切成 4 份，每一份有多重，通过这种形象化的教学
方法，既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能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程
度。 

（二）加强教学中的课堂互动 
教师在应该充分认识到，学生才是课堂上的学习主体，应该

避免一味使用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教师应当不断
关注学生对知识点的接受能力与掌握状况，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交
流互动，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积极给予帮助。让成绩较差的学生
回答一些较简单的问题，鼓励他们不断进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三）让学生形成课前预习的良好习惯 
数学科目与其他科目相比，抽象的知识点较多，对小学生来

说难以直接理解，教师为了降低学生的理解障碍，可以引导学生
在课前进行简单预习，提前把握下节课所要学的基本知识框架。
预习不应仅仅停留在浏览教材字面内容，还应当让学生一边浏览
一边思考。例如在预习分数这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预习过
程中思考分数和小数之间的联系，这样学生在预习时就能够把握
到课程的重点，有助于学生在课堂上掌握最重要的内容。 

（四）举行数学知识竞赛 
小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要不断记忆掌握各种抽象繁琐

的知识点，经常会觉得枯燥乏味，失去学习动力。针对这种情况，
教师可以按照课程内容举行小规模的数学知识竞赛，利用学生的
好胜心理，让他们在竞争中主动学习数学知识，提升他们对数学
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对于竞赛失败的学生，也
应当给予鼓励，帮助他们分析失败的原因，并找到解决办法。[2] 

（五）将数学教学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小学生心智尚未发展成熟，抽象思维能力较差，通过结合社

会生活实践，可以让学生更容易直观体会到数学知识点，同时也
能够增强学生读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认识到数学学习在现实生
活中的巨大用处。例如在讲授比例问题时，教师可以举玩具模型
的例子，让学生计算 10cm 长的汽车模型和 5m 长的汽车之间的
比例是多少，这样就可以让学生直观理解比例的含义。 

（六）布置适当的作业 
小学生经常为作业感到苦恼，特别是数学作业包含大量的解

题和运算，经常让学生被迫奋战到深夜，甚至影响第二天的正常
学习。教师应当考虑到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不要布置超出学生能
力范围的作业，尽量布置有针对性、高效率的作业，不过多布置
同类题目，让学生能真正通过作业实现进步。 

（七）注意与学生家长加强沟通交流 
学生的知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工作，也是家长必须关心的

问题。教师应当积极主动向家长询问学生近期的学习生活状况，
了解孩子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对有条件的家长，还应该劝说
他们关注孩子在家的学习状况，积极辅导孩子的数学学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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