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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如何转化小学“后进生” 
◆闫素娟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东釜山乡东街小学  072550） 

 
摘要：小学“后进生”已成了长期困扰教育工作者的难点，也是广大教

育工作者研究的热点，教师如何既能不体罚或少体罚小学生又能较有效

地提高小学后进生的学习成绩,这是摆在每个小学老师面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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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生”不是指由某些遗传或生理的因素造成的智力落

后、反应迟钝、脑功能轻微失调 (多动症)等等的儿童，也不是指
已经走上犯罪道路、“反社会行为”的“问题儿童”，主要是指在
教育的主导影响下形成的特殊学生，即所谓的“双差生”——在
品德和学业两方面都存在不足的学生。不过我所接触的全是学业
方面不足的孩子。而是素质发展的某一方面或所有方面相对滞后
的学生，是就某个学生群体而言的相对概念。通常情况下 突出
地表现在品行和学业成绩等方面相对滞后，按照素质教育的标
准，不应局限于品行和学业成绩这两个方面来评判一个学生后进
与否。 

“后进生”既指素质发展相对滞后的个体，也指素质发展相
对滞后的群体，转化后进生工作面临的不仅是个别人，还可能是
一部分人。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用素质教育的标准来看，“后
进生”与“非后进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相互转化的。 

“后进生”产生的原因：一 ;教师的原因，教师由于不科学
的教育方法导致出现学习进步，基础没有夯实好而出现“学习性
困难”。二：家长的原因，a.在传统观念下，一些家长认为“不
打不成材”，而盲目使用“棍棒教育法”导致学生畏惧心强，学
习心理压力大而造成学生上课记忆效率低，造成而造成的恶性循
环。 b  认为教育教学只是老师的事，和家长无关。其实在校主
要是以“学科知识”为主，而想学习成绩的前提是先培养良好的
学习习惯。三：同伴及社会因素导致，a  受不良同伴的影响，
造成学习兴趣丧失，内心不愿学习。b  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导致，例如，在某些发达城市更容易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比
如优秀的师资，新的课程理念，海外留学生交流学习等 ;免费的
图书馆，甚至一些城市还出现了民营免费的玩具馆。由于资源配
置的不均衡，也进一步导致了学习结果的差异。 

其实简单点说，“后进生”产生的原因就两点。一：对学习
兴趣的丧失。二：学习方法不科学。 

“后进生”的主要表现：纪律观念淡薄，文化素养较低，知
识基础较差，理解力低下，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有限；上课注意力
不集中，对学习缺乏信心，兴趣不浓等。 

“后进生”在学校和社会的地位如何呢？答案是肯定的：受
到歧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后进生”只能坐在角落里，这本身就让后进生体会到
了人生的不平等，人格缺陷，扭曲和对社会的仇视，由此而起。 

（2）“后进生”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和辱骂，是输在起跑线
的群体，他们还没有冲出起跑线，就遭受到了失败的打击，成为
心理 脆弱的懦夫。   

（3）“后进生”不仅受老师的批评和辱骂。还会受“优生”
的迫害和欺凌。学校班级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社会，因为后进生往
往是老师关注和收拾的对象，所以“优生们”都知道，即便是自
己做了错事，老师也会原谅的，而“后进生”做了错事，往往会
受到老师的责骂和惩罚。优生会有意无意借用这一点，来迫害和
欺凌后进生，让“后进生”产生错误的人生价 

（4）随然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后进生的期望值过高，其心
理，人格，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受到扭曲，极易走到犯罪道路。 

的确，小学“后进生”已成了长期困扰教育工作者的难点，
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研究的热点，是高年级更好教育的基础点，
也是孩子学习生涯的起点，是搞好素质教育的一大举措。因而对
占有一定比例“后进生”的班级来说。教师如何对待后进生问题，
关系着我们教育者是否在全面育人。“后进生”我们更应变嫌弃

为喜爱，变忽视为重视，变冷漠为关注，变薄待为厚待。大量的
事实说明：今天的“尖子”明天不一定就是“尖子”，今天的后
进生，不一定明天还是后进生，更何况所谓“优生”与“后进生”
的评判标准本身就有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许多在校的优生，在
社会实践中不一定工作就很出色，而有一些所谓在校时的后进
生，倒还表现出了创造性。这说明：唯有坚持“面向全体学生的
教育才算是切切实实的素质教育。 

因此，根据“后进生”的定义，产生的原因，以及“后进生”
在学校的一些表现，我教学二十七年来，总结出了一些转化“后
进生”的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使得我所教的班级后
进生这么多年来几乎为零，具体的方法如下： 

1）找准“后进生”的真正原因，有的放矢的进行帮助和转
化。 

2）找出“后进生”自身的优点，给以鼓励，并让他做到极
致，让他获得优越感，放弃自卑，对自己充满信心。然后再鼓励，
引导，帮助他把学习成绩赶上去。比如：本学生爱打扫卫生，爱
捡垃圾，爱帮助同学，从来不打架，不骂人，见老师和长辈懂礼
貌等等，我们都可以拿出一点进行表扬，从而让他也能感受到和
学习好的学生一样的优越感，从而引发他对学习课本知识的兴
趣，俗话说兴趣是成功 好的老师。有了这么好的老师，把他由
“后进生”转化到优等生不是不可能的。 

3）把中上等学生掌握的知识点，给“后进生”分解成一个
一个的小知识点，让他们一小口一小口的消化，并且利用碎片时
间把这些知识全部掌握，这样他们又不觉得烦而且有利于他们掌
握，并能对自己充满信心，慢慢的他们被落下的知识点就赶了回
来。 

4）建立互助小组，有课上小组，有课间小组还有放学辅导
小组，甚至假期以片为单位成立学习小组，让他们利用碎片时间，
把不懂的问题弄懂。这样及时进行查漏补缺，成绩赶上来的特别
快。 

5）老师课上要对这类学生多鼓励，多表扬，多提问，多检
查，多更正。 

勤提醒“后进生”的家长也要多关注孩子的各个方面，和老
师齐抓共管，是孩子早日“后进生”的帽子。 

6）勤提醒自己和学习好的学生不要冷漠“后进生”，要和他
们做朋友，要关心帮助他们，让“后进生”对提高自己的学习成
绩充满信心。 

7）避免出现以上所谈的后进生“受到歧视的四种表现”。 
8）课下多找这些“后进生”谈心和玩耍。 
9）多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多让“后进生”参与，改变他们

孤僻的性格，让他们感受到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的温暖，让他们
敢于交流，敢于提问，敢于解决问题，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10）委以重任，让差生体验成功。差生虽然毛病较多，但他
们身上不是没有优点和长处，只要细心洞察也不难发现他们的闪
光点。差生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难度，但若委以他们一些非学习上
的事给他们做，他们会觉得老师是信任他们的。如我对上例中成
绩差的差生，征询他意见安排他午休值日，有清洁卫生的劳动让
他去做，让他当劳动委员、公区值日组长，他都欣然接受。由于
老师经常委托他参与班级管理事务，不把他当差生孤立看待，使
他觉得自己是班集一分子，在班里有价值，能够为班集体服务，
从而消除自卑心理，觉得“我能行，我是老师的好帮手，是老师
的得力助手，”学习上、纪律上、思想上不甘落后，不断上进，
严格要求自己，慢慢地赶上前面的同学。 

这是我任教 27 年来的一点见解，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因
为一直以来我们班的“后进生”数量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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