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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培养小学数学学困生的学习兴趣 
◆韦玉珍 

（广西河池市东兰县三石中心小学  547404） 

 
摘要：由于不同学生的成长环境不同，且有着不同的兴趣好爱，对知识

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层次性，随即产生

学困生、中等生与优等生的差异。造成学困生出现的主要原因还包括其

出现知识点脱节，致使在学习过程中无法形成学习兴趣。本文，笔者将

结合自身多年来的实践教学经验，就如何转化小学数学学困生展开具体

分析，希望是每位学生都能够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学困生；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学习兴趣；策略 

 

 

前言：对于数学学科而言，一直是小学教育的难点和重点内
容，其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学困生。这些学生不仅出现了对数学
知识的脱节，同时也无法对数学学习提起兴趣，进而致使学习质
量每况日下，且无法实现理想的学习成效。因此，这就需要小学
数学教师能够认清学困生形成的主要原因，并在具体教学过程中
结合学困生的实际学习状况，精心设计教学计划，并积极运用现
代化教学工具和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充分激发出学困生的学习热
情，使其学习兴趣被带动起来，从而能够积极参与到课堂的讨论
和学习当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得到学习效率的提升。 

一、小学数学学困生主要成因 
对于学困生而言，学习兴趣较低占据了其主要成因。兴趣通

常是学生学习行为的指导因素，所以当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时，就
会觉得知识乏味无趣，进而产生对学习的抵触情绪。学困生的成
因除了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与教师的教学方法有一定的
关系[1]。有的教师喜欢运用批评教育的方式，认为学生只有在严
厉的管教下才能够成才，但是一味的批评只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
响。小学生的年龄不大，责骂和批评会挫伤其自信心，使学生对
学习产生厌恶感且失去动力。一些教师太过注重教学质量而忽略
了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但只有使学生的心理健康得到保护，才
有益于其健康发展。 

一些教师在具体教学中没有设置正确的教学计划，一味的追
赶教学进度，忽略了学生的能力需求，致使班级中出现了严重的
两极分化，而这都是导致学困生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小学数学课
堂教学中，教师切不可以自身感觉对学生进行划分，这对学生的
教育而言并没有多大的用途，只有做到一视同仁，学生才会得到
良好的发展。教师也不可因学生的成绩稍稍落后就将其看作为差
学生，这样只会为学生注入自暴自弃、消极的心理，并不利于学
生的健康成长。 

二、有效激发小学数学学困生学习兴趣的有效策略 
（一）充分关注学困生，带动其学习热情 
首先，精心设计教学导入环节。常言道，好的开始预示着成

功的一半，小学数学教学也亦如此[2]。经过笔者长期的教学实践
能够发现，有效开展教学带入环节能够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
发其参与课堂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使学生能够以最佳的学习
状态开展学习。所以，教师应该结合学困生的心理状态，精心设
计教学导入环节，使其学习兴趣被带动起来，帮助其树立学习的
自信心，唤醒其学习动机。例如，当课堂教学进行到小学数学人
教版教材中关于“三角形”这部分知识内容的时候，教师就可以
借助生活中常见的三角形进行课程导入，让学生直观的观察三角
形的特征，然后展开分组讨论，使其能够各抒己见。对于学困生
的点滴进步，教师都要给予极大的肯定和表扬，以此增强学困生
的学习信心。 

其次，借助现代化教学工具，吸引学困生的注意力。在新时
期的教育背景下，教师作为教学的引导者和参与者，应该积极帮
助并引导学困生学习。将现代技术与教学相结合已成为教学改革
的一种趋势，通过借助图像、声音、视频等为学困生营造良好的
学习环境，使其能够对数学形成全新的认识，从而主动探索数学
知识，提升学习兴趣。 

（二）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带动学困生的学习积极性 
一方面，教师应该针对学困生的实际需求，采取灵活的教学

方式，寓教于乐[3]。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通常喜欢游戏，且将游
戏和教学相结合能够使学生更加轻松的学习，并感受到学习的乐
趣。所以，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应该时刻关注学困生的表现，了
解其特征，积极引导其参与到游戏教学中，使其能够感受到被教
师和同学的关注。例如，当课堂教学进行到小学数学人教版教材
中关于“表内乘法”这部分知识内容的时候，教师就可以组织学
生进行乘法口算接龙的小游戏，并尽量为学困生安排一些简单的
题目，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到教学游戏中，并通过正确的回答问题
提升学习兴趣和自信心。 

另一方面，强化学困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带动其学习兴趣。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尽量组织学生开展教学活动。
由于儿童的思维始于实践，所以需要教师关注思维和动作训练之
间的关系，使学生获得成长。例如，当课堂教学进行到小学数学
人教版教材中关于“轴对称图形”这部分知识内容的时候，教师
就可以为每位学生分发一张圆形彩纸，并沿着彩纸对折，然后随
意裁剪图形，再打开彩纸进行观察。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更加
注重关注学困生的表现，并尽量引导其总结观察心得，从而发现
轴对称图形的特征，以此带动学困生的学习兴趣。 

（三）借助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带动学困生的学习兴趣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虽然学困生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突

出，但是其对一些新鲜的事物常常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敢于创
新且思维活跃，对互联网相关的知识会更加熟练。因此，教师在
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时候，可以尽量让学困生进行参与，以此
带动其学习热情，强化其自信心。此外，小学数学学困生通常基
础较差，且一直处在被动的学习情况下，学习态度不积极，也没
有形成一种学习习惯。对此，需要教师正确认识到小学数学是提
升学生数学思想与思维的主要学科，且只有掌握学困生的心理特
征，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能使其得以转化。 

结论：综上所述，小学数学学科是小学教育时期十分重要的
一门课程，更是学生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在具体教学过
程中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和分析学困生的形成原因和心理特征，充
分关注学困生，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尽
量以自己的爱心与耐心帮助其化解困惑，并重拾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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