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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
“

学困生
”

的成因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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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初中教育存在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学困生及其厌学
、

弃学的严重现象
,

谈初中学

困生形成的主要原因
,

并积极探求切实可行的相应对策
。

以提高教学质量
,

有效地减少初

中学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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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
,

初 中教育虽然

进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
,

但仍有相当一大部分学生

是学困生
,

其厌学
、

弃学的现象仍很严重
。

如何

提高教学质量
,

减少初中学困生
,

是当前教学 中

巫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

本文从初 中教学实际人手
,

简要分析学困生的成因与对策
。

一
、

初中学困生形成的主要原 因

初中学因生形成的原因
,

总 的来说是内
、

外

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

有家庭不 良教育的影响
、

学校教育的失误
、

来 自社会不 良现象的影响
、

学

困生 自身的智力 和非智力因素
、

生理因素等等
,

都是形成学困生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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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学环境影响原 因
。

学校片面追求升

学率的影响
,

施教
“

求同
” 、

忽视因材施教
、

教学

方法失当
,

没有强有力 的德育工作
,

不重视非智

力 因素的培养
,

缺乏 防止学生分化和减少学困生

的有力措施等
。

造成学生学习困难
,

也是形成学

困生的综合原因
。

∋
.

社会环境影响原因
。

学生到了初中
,

随着

年龄和知识的增长
,

思维能力逐渐增强
,

其个性

越来越 明显
,

兴趣爱好更加显礴
,

加之受市场经

济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 “

一切向钱看
”

思想

的影响
、 “

读书无用论
”

思想的影响
,

开始过早

地出现了对职业的选择
,

这种选择必然导致对所

学知识的筛选
,

既对偏爱的职业涉及的学科有所

偏注
,

对其无关的学科淡化
。

大一统和大统一 的

教学进度
,

使学生感到想学 的知识没学到
,

而读

到的书
,

学到的知识
,

又与 自己 的兴趣和选择不

一 致
,

更重要 的是对某些学科学不会
、

弄不通
,

失去学习兴趣
,

产生偏科
,

导致学习发展不平衡
,

成绩下降
,

这是形成学困生的具体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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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影响原 因
。

新时期家庭教育中存

在 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

是有不少家长以错误

的教育观教育子女
,

重智轻德
,

缺乏教育子女的

知识和正确方法
,

把眼睛盯在升学率上
,

对学生

的期望值过高
,

不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

形成不良的家庭教育
,

造成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
,

没有理想 目标
,

学习积极性不高
。

又因学校 和家

长看到中差生升学无望
,

便忽视他们的学习生活
,

使中差生受到冷遇
,

致其丧失 自尊心和 自信心
,

导致其厌学甚至不学
,

这是形成学困生 的根本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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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自身的原 因
。

学困生自身的智力
、

非

智力因素
、

生理因素的差异以及缺乏强烈的求知

欲
,

自信心和 自尊心受损伤
,

致其厌倦学习 / 意

志薄弱
、

缺乏克服困难的毅力
、

学习基础差
、

不

刻苦
、

学习方法不当等因素
,

造成学习成绩差
。

特别是学生到 了初三
,

学习成绩好
、

中
、

差差距

越拉越大
,

加之教学内容的偏
、

深
、

难
、

繁
,

学

不会
、

跟不上
,

导致学生失去学 习的自信心
,

怕

学
、

厌学
、

弃学
,

这是形成学困生的主要原因
。



二
、

防止学生分化和减少学困生的对策

学困生虽然千差万别
,

但只要找到问题的症

结所在
,

选择有效方法
,

对症下药
,

就一定能逐

渐转化和减少学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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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教育观念
。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

学校

和教师都应端正办学思想
,

更新教育观念
,

克服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
,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

首

先
,

更新教育思想
。

要以终身教育的思想为指导
,

在初中阶段教会学生最基本
、

最核心 的知识
,

为

学生的发展打下宽阔厚实的基础
。

其次
,

更新教

学观
。

教师要用正确
、

先进的教学观取代片面
、

保守的教学观
,

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
,

把激发

学生求知欲望
,

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

开发学 生潜

能与智力作为教学的根本任务
。

第三
,

更新质量

观
。

变 片面教育为全面教育
,

变选拔教育为合格

教育
,

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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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

要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

使学生养成勤于学习
、

善于思考的

习惯
。

要鼓励学生提 出问题
、

讨论问题和研究 问

题
,

创造生动活拨的学习氛围
。

教师不能一种 以

同模式教学
,

用一个标准要求学生
。

要 区别学生

的具体情况
,

因材施教
。

要有效地利用现代教学

技术和手段
,

降低教学难度
,

提高教学效果
,

激

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

促进学生积极思维
,

形成学

习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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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教学
,

还学困生选择学 习的 自主权
。

学生是千差万别的
,

如果让不同学习基础
、

不同

学习能力的同学接受同样难度的教学内容
,

显然

是不符合因材施教的
,

也是不尊重学生学习 自主

权的表现的
。

分层次教学中
,

开设普及课和提高

课
,

尊重学生 的意愿和选择
,

无疑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有效途径
。

普及课针对学习成绩中等偏 下的

学生
,

以掌握最基本
、

最核心的知识为主
。

在练

习和考试中
,

多考查基础知识
,

设计难易比例适

当的试题
,

从而提高及格率
,

使学困生在学习 中

不断得到成功的体验和尝试
,

增 强自信心 / 提高

课针对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
,

以能力 训练和提高

为主
,

促进学习成绩不断跃升
。

无论普及课还是

提高课
,

学生都可 以 自主选择不同层 次上课
。

这

种分层次教学
,

既照顾了大多数学困生
,

又保护

了尖子生
,

使每个学生获得最大限度发展
,

同时

又为学生 自主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方式
,

提供了选

择的自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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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琴重和爱 护学困生
,

消除阻碍其进步的

心理津碍
。

常言说
,

尺有所短
、

寸有所长 / 月有

圆缺
,

学有迟速
。

学生的差异性必然存在
,

教师

和家长必须承认并尊重这种差异
,

使各种类型的

学生都得到关注和尊重
,

都获得应有 的发展
。

所

以教师和家长要像对待优秀学生一样
,

尊重 和维

护学困生的人格
,

尊重他们的意愿和要求
,

鼓励

他们
、

关心他们
、

启发他们
。

使其充分认识 自己

学习中的缺点和不足
,

克服困难
,

积极上进
。

教

师要坚持
“

一分为二
”

的观点
,

善于发现学困生

身上的
“

闪光点
” ,

及时给予表扬
,

倍加爱护和扶

持
,

促使其发展成为稳定的积极学 习因素
。

使他

们恢复 自信和 自尊
,

对学习充满信心 和勇气
,

从

而消除心理障碍
,

增强其学习的内动力
,

由厌学
、

怕学
、

不学转变为想学
、

爱学
、

会学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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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给 良好的学习方法
,

提高学 习效率
。

学

习方法不当是导致学习差 的一个重要因素
。

学困

生往往是在学习技能与学 习习惯方面出现的问题
,

进而缺乏必要 的学 习信心
,

乃 至对困难持消极态

度
,

厌恶学习进而放弃学习
。

所以教给学 困生学

习方法尤 为重要
,

教师要在教学中适时地进行学

法指导
,

教给学生提高观察
、

阅读
、

思维
、

记忆
、

动手等能力 的方法
,

帮助学生总结学习规律
,

掌

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

并能运用恰当的学习方法进

行学 习
,

有效地避免学习中可能 出现的散漫无序

和盲目低效
,

保证学习效果的提高
。

从而通过学

法指导
,

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精神
,

形成 良好的

学习 习惯
,

使学生 由外压式的强迫学习
,

向掌握

一定学习方法
、

内调式的自主学习转变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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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学生偏科现象
。

偏科是指学生在学习

中有
“

偏爱的学科
”

与
“

不爱学的学科
” 。

偏科的

危害性较大
,

造成学习科 目发展不平衡
,

不爱学

的某些学科成绩低下
。

所以
,

必须纠正 学生 偏科

现象
。

首先
,

科任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的

教育
,

学科设置目的意义的教育及各门学科与学

生发展成才关系的教育
,

便学生 在思想上充分认

识到偏科的危害性和全面发展 的重要性
。

其次
,

班主任要积极地与科任教师联系
,

共同分析
、

研

究教育学生的方法
,

不断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和学习方法教育
,

用有效的方法指导学生学 习不

喜欢的科目
,

使学生认识 自己 的学习潜力
,

增强

学 习这些科 目的信心
,

从而较全面地发展 自己
。

现次
,

班主任要 积极地与家长联系
,

分析学生偏

科的原因
,

争取家长的配合
,

共同监督
、

督促学

生的学 习
,

使学生尽可能的克服偏科现象
,

达到

学习科目均衡发展
,

提高学习成绩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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