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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转化初中数学学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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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日常教学中，学困生是指在学习当中存在一定障碍，或者是在学习当中有不良行为习惯的学生。从学习的行为来

看，具体体现为无法完成教师规定的任务，对学习没有兴趣，无法按照标准规范自身行为，上课不能专心地听课等。这些学困

生在日常的教学当中是不可避免地存在，那么如何帮助这些学困生摆脱困境走向学习的成功，更需要我们作为教师不断地努力。

关键词：初中数学；学困生； 原因； 转变方法

一、初中数学学困生在学习中的主要表现
（一）对基本的数学概念模糊
学习中的困难主要体现为学生不能运用数学语言来把概

念公式和定理清晰地再现出来，而也无法做到把数学概念和
概念之间建立起相关的联系。比如说，轴对称和轴对称图形，
其实都与轴对称有关，但是学生无法分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
有什么区别，这两个概念探究的是两个图形的位置、形状关
系，哪个图形是探究图形本身的特殊形状，而且对称的方式
学生也很难扎实地掌握。
（二）学生的自控能力比较差
自我控制能力也是学生在进行数学学习时必须要具备的

一种能力，由于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差，所以在课堂上，学生
很难控制住自己的不良行为，也很难让自己的思路完全跟着
教师的教学节奏，所以在课堂上难免会出现溜号走神的现象，
耽误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如果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控能
力，学生仍然很难摆脱学困生的困扰。
（三）学生自学能力差
到了初中阶段，数学学习也需要学生进行必要的自主学

习，如果学生不能在自主学习当中找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
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而只是指望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即
便教师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学生也很难根据教材的内容来
叙述问题或者是清楚的解答问题。而且学生不能发现自己学
习中的问题，在日积月累之后就会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在
未来的学习中就会出现更多的困难。
（四）课堂缺乏积极主动性
有一部分同学在课堂上很难主动地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

甚至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漠不关心，认为这些问题都与自己无
关。其实在这样的解题过程中，学生们缺乏积极的思考，不
肯动脑筋，这是学生学习态度的一种体现，而且在完成作业
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马虎、应付，甚至有大部分同学都是抄
袭老师。所以课堂上缺乏积极性会导致学生的数学学习效果
受到影响。
（五）学生不重视考试
虽然有一部分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仍然会受到传统英

式教育教学模式的影响，甚至对学生的考查也只是局限在测
评考试的方法当中，但是这样的过程也可能会给学生造成一
些负面的影响，甚至于不重视考试，而且大部分的数学学困
生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反正自己也不会做，无论是考试还
是不考试都是一个样子的。这样的学习态度也让学生在考试
之前很难进行认真的复习，马虎应对考试，在考场上临场发
挥，很难实现成绩的真正提高，对学生学习效果地提升没有
任何的作用，而且长时间的保持这样的状态，学生也会缺乏
一种竞争的意识，在学习当中越来越不积极，最终会被落下
更多。

二、初中数学学困生的转化策略
（一）巧用机会，树立自信心
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要做有心人，将关注的焦点放在

学困生身上，注意他们的细微变化，只要有一点进步，就要
放大他们的优点，鼓励、表扬他们，让他们体验成功的喜悦。
另外，教师要经常找学困生谈心，除了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
的困惑，还要做他们心灵上的良师益友，开导他们，以积极
向上的心态对待学习，树立其自信心。
（二）强化训练，夯实基础
学困生在学习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薄弱。因此，教师

要引导学困生从最基础做起，夯实基础。初中数学最基础的
就是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教师要引导学困生认真对待计算
题，按照运算法则按步骤完成解答，这样日积月累，计算能
力提升了，数学成绩就会逐渐提高。
（三）细节入手，培养习惯
拥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取得优异成绩的保证。教师要从

细节入手，努力培养学困生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教师
要告诉学困生，做好课前预习，是学习数学良好的开端；课
堂专心听讲，勤于做笔记，是扎实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的保证；
认真作业、及时纠错，是完善数学知识的前提；周密思考、
主动探索是向数学世界更深层次迈进的品质。这些都是需要
培养的好习惯、好品质。只有拥有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才
能学好数学。
（四）明确方向，加强指导
大部分学困生在数学的学习中都需要花费更多的功夫，

才能让自己的学习成绩有所提升。所以针对这样的现象，各
位教师可以拿出自己的课余时间来给这些学困生进行针对性的
辅导，这种辅导既包括知识内容上的辅导，同时又要帮助学生
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自己开口讲述知识的前后联
系，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能够明确自己的解题思路，这样
教师就可以更好地看到学生思路的误区，从而对症下药。

三、结语
总之，教师要了解和掌握学困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

善于利用身边的一切机会，帮助学困生树立学习的自信心；
在课内外强化训练，夯实学困生的数学基础；善于从细节入
手，培养学困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唤醒学困生学习数学的内
驱力，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从而引导学困生学好数学，
提高数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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