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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堂指导

学困生有效学习开题报告 

  

  篇一：关注小学数学学习学困生的

个案研究课题实施方案  

  《关注数学学习学困生的实践研究》

课题研究方案 教学中，教师经常会碰到

这样一些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接

受力差，反应迟钝，学习效果不理想，

学业滞后，从而出现厌学、畏学情绪。

考试常常挂红灯，不能适应正常的教学

进程。而对这样的学生，教师如何帮助

他们摆脱学习上的困难，跟上全班同学

的步伐呢？本课题通过对常规课堂教学

中小学数学学困生的研究与交流，结合

人们对小学数学多年的课堂教学，就学

困生与其他同学学习差异的对比、个人

的特点、以及成为学习困难生的成因分

析，根据这些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从激发数学学困生的数学兴趣及培养数

学学习的方法入手，同时也从加强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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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自身的教学上帮助数学学困生摆脱

学习数学困难的境地。  

  一、课题的提出  

  素质教育是培养全方位、多层次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人才，是

面向整体学生，从而使学生得到全面、

和谐发展的教育。这就要求基础教育必

须面向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学生，为整

体学生身心素质全面和谐的发展提供充

分、均等的机会和条件，不让一个学生

掉队。但事实是学困生（即在学习上有

困难的学生）问题仍旧是一个困扰着世

界教育发展的问题。据日本松原达哉的

调查，日本的学困生存在率约为 20% 。

我国台湾省的学困生存在率也在 20% 左

右。上海学困生存在率小学为%±% 。对

于处于西部薄弱地区的宁夏，学困生的

存在更是阻碍学校发展、提高学校整体

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县由于

实行小学就近入学，地域的差异造成生

源的差异，教育发展的不均衡，这是客

观存在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靖边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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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乡结合部，生源结构比较复杂，多

年来，我校生源有 “三多”的情况：外地

民工子女多、个体户子女多、困难户子

女多。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没有受过学前

教育，家庭文化背景较差，导致了部分

学校生源素质低、学生学习状况差，也

由于教育和其它因素的影响，导致一部

分学生学习困难。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深

入，对学生学习数学知识所要求的能力

也在不断提高。 

  学困难的存在，困扰和影响着学校

教学质量以及学生发展。教师常常抱怨

学生“笨”、“学习习惯差”、难教。但对于

这些学困生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对

症下药，采取何种有效的策略却没有一

个系统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

该课题的研究，具有典型的意义和价值。  

  二、课题的界定  

  1、本课题的完整表述是：关注小学

数学学习学困生的个案研究   

  2、“学困生”的界定：  

  学困生即为学习困难学生。是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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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智力发展水平正常，但由于生理、心

理、行为、环境和教育等原因，致使在

正常教育情形下学习效果低下，未能达

到学校教育规定的基本要求的学生。  

  学困生的主要特点是：反应迟钝，

观察、理解、记忆、判定、推理能力较

差；多动，留意力不集中；语言贫乏，

词汇量少、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差；有

记忆困难、气质不好、性格偏异、情绪

焦急、意志薄弱、兴趣缺乏等心理障碍；

学习动力水平低下，缺乏进取意识，有

厌学、恐学、逃学行为；在学习过程中

不能准确接受教导，学习偏科、缺乏计

划、上课走神、不做笔记、拖交作业等。  

  学困生的学习结果是：有明显的知

识和技能的缺陷，作业与考试的错误率

较高，学习成绩差，达不到应该达到的

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水平。  

  3、成因分析  

  根据我们多年的教学经验，我们对

学困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统计、评价，再

结合大量的事例，发现学困生在学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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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素上主要与基础知识、学习时间、

学习策略、学习动机与兴趣、教师教学

方法等有关。 

  ⑴、缺乏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意

志薄弱  

  我们对小学三年级段的学困生进行

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学困生对学习

数学知识缺乏兴趣，求知欲低，意志薄

弱，特别对于某些抽象性较强的概念、

公式的学习，更是难上加难。有些学困

生，一遇到计算量比较大、计算步骤比

较繁琐，或者是一次尝试失败，甚至一

听是难题或一看题目较长就产生畏难情

绪，缺乏克服困难、战胜自我的坚韧意

志和信心，使他们对数学学习产生畏惧

心理，丧失突破障碍的毅力与勇气。有

些学困生自控能力弱，平时贪玩，经不

起诱惑，不能控制自己把学习坚持下去，

成绩一旦滑坡就产生自暴自弃的念头。  

  ⑵、知识迁移过程中造成的断链与

破网  

  通过教研发现，学困生形成原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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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他们的智力低下，而是由于知识

迁移过程中日积月累造成的断链与破

网。学生基础知识对现有学业成绩影响

最为显著，相比小学低学段数学教材而

言，小学高学段数学教材结构的数理性、

逻辑性、系统性更强。表现在教材知识

的衔接上，前面所学的知识往往是后边

学习的基础；因此，如果学生对前面所

学的内容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不能及时

掌握知识，就造成了连续学习过程中的

薄弱环节。学困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基

础知识掌握不好，又没有查漏补缺，及

时衔接，导致新旧知识的断链，形成学

生在“空中楼阁”的基础上学数学，长此

以往，知识形不成完整的网络，造成基

础知识的破网，跟不上集体学习的进程。  

  ⑶、学习方法、策略运用不当  

  通过下校调研表明，学习方法、策

略是影响学业成绩的又一因素。小学生，

年龄小，学习的自主性差，往往是课上

听课，课后完成作业了事。没有形成课

前预习、课后复习，努力寻求最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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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后进行总结、归纳、推广和引伸等

科 

  学的学习方法。不注重数学的理解，

偏重于课本上定义、公式、数理方面的

记忆，对于所学的知识不会比较，不善

于归纳，没有形成完整的学习操作系统，

他们尚未从低学段老师手把手教的机械

识记、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中解脱出来，

无法适应高学段数学的学习，最终严重

影响了知识摄入的数量与质量，逐步形

成了学困生学业发展相滞后的状况。  

  ⑷、考试障碍  

  教研发现，数学学困生往往在数学

考试中无法得到正常发挥，这种心理障

碍大体在考试中表现为：①惧怕心理，

考试时速度慢而来不及完卷。②心理焦

急造成审题马虎，发生各种审题错误，

甚至漏做题目。③由于前一个题目不会

做，手在做下一个题目，脑子里还在想

前一个题目，因而造成简单计算失误。

④处理不好“不全会”与“全不会”关系，因

而对于某个题目，部分理解掌握的也不



---------------------------------精选公文范文-------------------------- 

----------------精选公文范文---------------- 8 

做，造成全题失分。考试障碍严重影响

学困生正常数学水平的发挥，使学困生

得不到满意的数学成绩，久而久之，就

会对数学学习产生厌恶的情绪。  

  ⑸、教师教学方法不当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小学数学

教学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下列情况： 

①教师教学上要求“划一”、“一刀切”或任

意拔高。课堂教学中教师面对五十个左

右知识、个性差异的学生，常常发出同

一个指令，很少考虑到学生学习水平高、

中、低不同的情况。这种划一的要求，

必然出现大量学困生；而任意拔高的教

学要求对学困生来说更是不堪重负；  

  ②教学方法上灌输型盛行，忽视对

学生的研究、对知识分叉点的研究。教

师讲得过多，学生练得过少，教师一讲

到底包办教学，学生静心听讲，其思维

完全 

  处于被动应付状况，缺乏积极参与

主动思考，忽视知识的形成，使一些知

识在理解上出现片面而又得不到及时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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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学生渐渐分化成了学困生。  

  ③作业布置过多或偏少，学生作业

抄袭现象严重，作业有效度极低，学生

普遍把作业当作“任务”对待，因此难以

反馈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教师难以据

此对学困生作针对性的辅导。  

  三、研究的内容、目标和策略  

  ㈠、研究目标：  

  运用唯物辩正法和心理学教育学的

理论，分析学困生的特点，采用一些行

之有效的方法进行教学，使每个数学学

困生达到最优的发展。换言之，研究不

重于理论的新发展，重在利用现有的理

论知识，借助于科学方法，以求得数学

学困生问题的解决。  

  具体的说，主要有以下三个目的：  

  1、阐述小学数学学困生的类型和特

点；  

  2、设计一套较系统的，可操作的行

之有效的教育、教学对策；   

  3、使学困生学会更好的数学，提高

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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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研究任务：  

  1、本课题着力探索小学数学学困生

产生的原因，学习方式和学习心理等问

题。  

  2、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探索小学数

学学困生整体化转化策略，使数学学困

生经过几年的数学学习，养成良好的学

习数学的习惯，培养浓厚的学习数学兴

趣，和具备一定的学习的能力。从而提

高他们的学习数学的自信心和学习的可

持继性发展。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为学

困生提供表现的空间和时间，感受学习

数学的乐趣，帮助其克服自卑感、增强

信心、磨炼意志、迈向成功。  

  3、在大力进行探究式学习和小组合

作学习的同时，真正实现“不同的人在数

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篇二：小学数学学困生转化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困生的转化策

略》课题研究  

  成  果  报  告  

  主研单位：万源市职业高级中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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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  

  万源市紫溪小学  

  万源市丝罗小学  

  主研人员：余文红、向其军、张玉

萍、向婧、袁勇、蔡忠安、苟莉  

  执笔：万源市职业高级中学  余文

红  

  一、课题界定  

  “学困生”即学习困难的学生，指的

是智力正常，但由于学习习惯不好，或

由于方法不当，或由于社会、家庭环境

的影响, 使得其在学习上有困难，难以达

到基本要求的学生。这些学生与同龄的

大部分学生相比，在学习上有明显的困

难。随着年级的不断升高，这些学生对

于数学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越来越低，

逐渐发展为对数学学习失去信心，甚至

放弃的态度，导致数学成绩下降，变成

了数学“学困生”。根据“学困生”形成的主

要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自卑

型 2、贪玩懒惰型  3、思维不强型   

  本课题着重根据“学困生”形成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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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选取3个典型个案进行跟踪观察，

寻求积极有效的教育对策,最终为有效的

进行”“学困生””的转化提供实践依据。  

  二、课题研究内容  

  素质教育要求面向全体学生，全面

提高学生的素质，核心思想是使每一个

学生都得到发展。学生的差异必然存在，

教师必须承认并尊重这种差异，低年级

的学生兴趣盎然的学习数学，而高年级

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发展为对数

学学习失去信心，甚至放弃的态度，若

任其发展下去，这部分学生很难适应社

会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学

困生”，让他们乐于学习数学。如果这些

“学困生”在学习和生活中不能与其他同

学享有同等的待遇， 

  将严重挫伤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

他们将来的学业和事业。学生的发展是

数学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学困生”的

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拦路石，一直

困扰着数学教育工作者，小学数学教育

是整个数学教育的启蒙阶段，对实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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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

探索有效的“学困生”转化策略势在必

行。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政策）依据  

  1、心理学观点：认识过程是指人们

获得知识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

理过程。在“需要、诱因与动机”的关系

中，需要是人对某种客观要求的反映，

这种要求可以来自有机体的内部（内环

境），也可以来自个体周围的环境；动机

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诱因是与需

要相联系的外界刺激物，它吸引有机体

的活动，并使需要有可能得到满足。这

表明教师在课堂上调动“学困生”积极参

与教学活动，让学生得到知识和能力的

提高是可行的。  

  2、教育学理论：教育活动是有目的

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最高目的就是把受

教育者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成员,使人得

到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从个性养

成开始，要为学生提供充分实践活动的

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进入一个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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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充满创造性的学习过程。充分

调动包括“学困生”在内的每一个学生参

与课堂教学活动，让他们都得到健康的

发展。  

  3、多元智能理论：多元智理论认为

人的智能具有多元性，某一智能的高度

发展，是对人的才智的一种发现和提升，

而对于自身不太发达的某一智能，可以

通过后天的开发使其得到发展。  

  四、课题论证  

  （一）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关于“学困生”转化，国内外有很

多相关研究，比较典型的有：  

  1、美国的瓦恩布雷纳所著的《学习

困难学生的教学策略》（[美] Susan 

Winebrenner 著，刘颂、刘巧云译，中国

轻工业出版社，），在阐述理论的基础上

提供了众多操作性极强的教学策略与方

法，从备课、上课到评价，从语言教学

到各科教学，从学生的认知发展到情感、

个性的发展，从教师的日常教学到与家

长的联系等等，贯穿了整个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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