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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组合作学习环境下“学困生”的转化 
◆欧阳俊 

（南宁市清川小学  广西南宁市  530000） 

 
摘要：新课程主张面向全体，这就是说要努力创造“均衡教学”，因此作

为教师应当把更多的爱倾注在学困生身上，以真情的爱唤醒沉睡的心，

以此来点燃他们自信的火种。使他们获得克服缺点的勇气和信心。这样

他们就会亲其师而信其道，喜其言而听其授，乐其教而纠其行。本文在

实际教学的基础上，分析在小学合作学习环境下实现学困生有效转化的

方法，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以供相关的教育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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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教学中，学生在课堂中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制约
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小组合作学习环境下，教师通过小组创建、
合作研究、发现问题、积极思考、研究解决等方式，发挥“学困
生”在课堂中的参与性，发挥主体性，调动主观能动性，让“学
困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以实现“学困生”转化。 

一、学困生形成原因及转化策略 
形成非智力型学困生的原因主要有：①家庭不良因素的影

响。如有的家长对孩子从小娇生惯养，过分溺爱；有的家长文化
水平不高，随便打骂孩子；有的家长则对孩子放任自流，对孩子
的学习从不过问。②学校不良因素的影响。如教师的教育方法简
单粗暴，处理问题不公正；学生学习上的困难得不到教师的及时
帮助和指导。③同辈群体不良因素的影响。如部分学生认为读书
没多大用处，读成了也不容易找到好工作。④社会不良因素等影
响。在教学工作中，我们所遇到的学困生多数是非智力型学困生。
下面对新课程下的数学学困生在学习上的成因进行简要的分析
并提出转化的对策。学困生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作为一线的数学教师要致力于探索、创造发挥学困生主体精神的
教育教学策略，创设充满情感、灵性的课堂氛围，设计全面又有
效的作业激发快乐的作业情绪，实施发展的、积极的评价策略激
励进取的意志，让学困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张扬个性、显现魅
力。 

二、充分考虑到学困生的兴趣爱好 
学困生的产生可以从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

析，但是据相关人士了解到，学困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后天因素，人的智力大致相同，而因学困生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
与学习动机，而制约了学困生学习成绩的提升。针对这一问题，
教师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应充分考虑到学困生的兴趣爱好和学习
特点，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设计能够激发学困生的参与积极性，
为学困生通过学习活动参与的动力，让学困生感受到学习的乐
趣，激发学困生的学习热情。 

三、合理组建小组 
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下的数学教学有助于学困生团结协作、互

助互爱精神，提升学困生的创新意识。教师在分组中需要结合不
同层次学生的实际情况，避免小组之间的实力悬殊过大，合理分
配小组成员的职能，让优等生发挥引领作用，中等生在小组合作
学习中得到学习能力提升，学困生在小组中发挥力量，实现学困
生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中的基础巩固与能力提升。如在分组教学
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不同层次的情况，将学生合理分组，并由
小组成员选取组内队员负责的任务，小组中的男女比重、学习成
绩需要合理，教师需要以公平、尊重的态度对待学困生，在小组
合作学习中尽量发挥学困生的参与性与积极性，不因成绩不好而
歧视。布置小组成员负责的任务，让学困生也可以参与到小组合
作学习中。 

四、鼓励学困生大胆发言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激励优等生学会聆听。当学困生发表自

己的意见或建议时，让优等生能静静的倾听，给他们表达的机会。
这样一来，学困生的自卑感随之消失，心扉打开了，信心也就慢
慢的培养起来了，参与合作学习也不是一件难事了。不断增强学
困生的参与意识，在他们积极的参与过程中，只要有一点进步，
我就大力鼓励，让他们不断品尝合作学习的甜头，随着活动的增

多，他们会感到合作学习的快乐，有了愉快的心情，参与意识也
就增强了。时间久了，他们就融入到合作学习的活动中了，甚至
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一员了。 

五、培养学困生良好的合作习惯 
首先，学困生缺乏倾听他人意见的习惯，针对这一问题，教

师需要在课堂教育教学中重点培养学困生的倾听习惯。如在小组
合作学习中认真倾听教师提出的问题，小组合作的要求，自身在
小组中担任的职务及需要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在不明白的时候需
要等他人讲完以后提问，不要随意打断他人讲话。其次，需要培
养学困生的表达能力，在小组合作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力量，也
只要每一个人都发挥自身的力量，才能获取最佳的效果。部分学
困生因胆怯、含羞、怕出错，即使有建议也埋在心里，在这种情
况下，教师应引导学困生大胆发言，勇于表达，不轻易跟随他人
的想法，树立自己的观点，教师在此时需要适时给予学困生鼓励，
发现他们身长的优点，对于优秀的想法与正确的观点给予表扬，
帮助学困生树立小组合作学习的自信心。最后，需要培养学困生
的自我反思能力，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进行思考与反省，并学习他
人的优点，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六、教学重心下移，让学困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为防止出现小组讨论时优生发言、学困生无言的局面，我把

教学重心下移。 
首先，小组合作讨论时，教师要深入到各个小组中去，特别

关注学困生的思考、发言，引导、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新知识，
倾听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想法。对小组里成绩较好的学生，老师
要给他们提出明确的要求：要主动、耐心帮助学困生，多给他们
发言的机会，督促、帮助学困生主动积极思考问题。教师又要给
学困生提出明确的要求：每次小组讨论、交流时必须发言。 

其次，在小组汇报时，应让学困生代表小组来汇报合作学习
的结果。并要有目的性的提问："通过刚才的合作学习，你知道
了什么？"、"你是怎样想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等
这样的问题。这既是检查小组讨论的情况，又可检查学困生对新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为教师及时调控课堂有很大的帮助。 

结语：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的身上总有别人没
有的闪光点，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在学困生转化中的运用，有助于
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在互帮互助、合作竞争中找出自身需要学
习与改进之处，不仅实现了学困生的转化，同时促进了全体学生
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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