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学困生现状研究综述

曹思齐  （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  ２１０００５）

1  问题提出
1 ．1  国家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

知识型建设者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综

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现代社会的知识正在迅速迭代 ，

如果一个人不能及时学习新知识 、新技术 、新观念 ，

那么他迟早会被社会淘汰 ．因此 ，在基础教育阶段 ，

“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是我们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一

个重要议题 ．随着学段的提高 ，学困生逐渐增加 ，特

别是数学 ——— 一门十分关键的基础科学 ——— 学科

中不同程度的学习困难人数已经成为各级各类教育

过程面临的一个重大困扰 ．当然 ，这不仅是学科教学

领域关注的问题 ，也是心理学 、教育学甚至医学等领

域共同关注的课题 ．

1 ．2  个体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教育实践上 ，数学学困生的转化一直困扰着

教师和学生 ，也是各学校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从学

校发展来看 ，由于“短板效应”的存在 ，学困生影响

着教育教学的整体效果 ，各个学校与教师在学生的

提优辅差工作上都花费了非常多的精力 ，这点在数

学学科上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 ，从学生个人成长上

看 ，学习困难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不单是学科知

识的储备与应用 ，更与心理健康 、家庭教育 、自我认

知水平等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对学困生的有效辅导

和转化也是提高其综合素养 、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 ．

综上所述 ，对数学学困生的研究在提高人口和

劳动力质量 、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以及提高学生个体

的综合素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2  研究现状
我们筛选了近些年来核心期刊上有关数学学困

生的一些研究 ，整理发现 ，学困生的表现特点以及干

预指导策略是已有研究关注较多的两个方面 ．

2 ．1  数学学困生的表现特点
一线教学中 ，判定数学学困生的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成绩不理想” ，这也是学科学习结果的重要特

征 ．除此以外 ，研究发现 ，学困生通常还在注意特性 、

焦虑水平 、情绪发展及行为表现上有着较为明显的

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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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过程中把弧对的角换成弦对的角 ，而弦对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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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师助学的课堂学习是对学生“我学”“共

学”的再触动与再丰富 ．当学生学习偏离了知识学

习的核心 ，或者缺失共同关注点 ，或者存在困难时 ，

教师要以“助学”形式去引导学生 ．依靠“助学”再次

启动新的“我学”“共学”环节 ，掀起新的学习高潮 ．

教师大胆实施“生成性”教学 ，积极面对学生 ，并不

时地激发学生的知识生成 ，帮助学生完成知识深入 ，

实现课堂学习力的提升 ，促进学习任务的高质高效

完成 ．教师层面的“助学”补充与深化了学习共同体

的课堂学习 ．

以“我学”方式 ，学生自觉地深厚所学知识的基

础 ，触发对知识的原初体验 ，为学习深入提供入口 ．

以“共学”方式 ，触动学生的集体学习 ，通过同伴间

的相互启发争论 、合作共赢 ，拓展对知识的理解视角

和理解深度 ．以教师的“促学”方式 ，带动学生深度

思考 ，加强思维的深刻性 ，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本

质把握 ．“我学”“共学”“助学”协同作用 、相互推进

的学习方式 ，建立“学生 — 同伴 — 教师”三方联动

学习共同体 ，是保障课堂学习力提升的有力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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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宝霞认为 ，数学课程对学生的注意力水平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 ，也使得数学有可能成为因注意涣

散而导致学习困难最多的学科 ，因此注意涣散型学

困生问题不容忽视［１］
．

杨锦平研究了初中数学学困生在注意特性上的

发展状况 ．在对 ６０名学困生与对照组进行的无意注

意和注意搜寻 、稳定 、转移 、集中的比较研究中发现 ，

学生的各项指标显著低于优等组学生 ，但无意注意

和注意搜寻 、稳定水平与中等组学生的差异不显著 ，

表明注意转移 、集中更能有效地鉴别学生与对照组 ；

学生年龄越小 ，注意力的可塑性越大 ；注意水平受学

习能力制约极显著 ，受年龄制约不明显［２］
．

杨心德关注的是学困生在焦虑水平中的特点 ．

结果发现 ，学习困难学生的平均焦虑水平与学习优

秀学生无显著差异 ，但学习困难学生中高焦虑者和

低焦虑者明显多于学习优秀学生 ．在学习困难学生

中 ，女学生的焦虑水平明显高于男学生［３］
．

俞国良调查了１ ０３４名青少年（学习不良青少年

５０６名） ，比较了学习不良青少年与一般青少年的学

业情绪的特点 ．结果表明 ：（１）学习不良青少年的积

极学业情绪显著低于一般青少年 ，学习不良青少年

的消极学业情绪显著高于一般青少年 ；（２）学习不

良青少年与一般青少年在学业情绪上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初一 、初二和高二 、高三年级 ；（３）总体来说 ，男

生的积极学业情绪多于女生 ，女生的消极学业情绪

多于男生［４］
．

张明采用问卷法 ，探讨了学习困难学生的违纪

行为 、情绪困扰 ，情绪困扰与注意障碍的关系 ．结果

表明 ，（１）在违纪行为 、注意及多动问题评定中 ，无

论是教师评价还是家长评定 ，学习困难学生 （学困

生）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学习优秀学生（学优生） ；在

情绪评定中 ，教师评价显示 ，学困生的情绪困扰显著

高于学优生 ；（２）教师评价时 ，注意问题与情绪困扰

的相关显著 ，但多动因子则与情绪困扰关系不大［５］
．

也有学者在具体数学学习过程中研究了优秀生

与学困生的差异 ．

郭玉峰发现 ，高中数学学习困难生的元认知水

平不高 ，具体体现在 ：（１）不能很好地预期或计划自

己的学习 ；（２）不能自觉地使用有效的学习方法 ；

（３）缺乏对学习的有效监控 ；（４）缺乏对学习的某个

阶段及学习完成之后的评价 、反思习惯 ．为此 ，实际教

学中可以运用以下策略帮助他们实现转化 ：（１）加强

学习方法的指导 ；（２）加强学习过程中的监控 、调节

训练 ；（３）注重学习完成后的评价 、反思［６］
．

杨冬菊发现 ，逻辑思维能力差是数学学困生的

共同点 ．提高学困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任务更重 ，教师

要尊重和相信学困生是可以转化的 ，要让学困生掌

握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 ，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才能

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进而提高数学能力 ．培养

学困生思维的深刻性 、灵活性和独立性［７］
．

牛卫华在学生解应用题的过程中研究其认知活

动的特点 ．他的研究发现 ，优秀生解题过程中用时所

占比例最高的是在分析阶段 ，而学困生用时比例最

高的是在计算阶段 ，在这两个认知策略上的差异达

到十分显著的水平 ．进一步发现 ，学困生缺乏对题目

中隐含条件和中间状态的分析 ；在使用法则做假设

时 ，学困生多使用错误的法则 ．优秀生的元认知策略

数量上比学困生多 ，且差异均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 ，

学困生的元认知策略主要是对任务难度的自我评价

或是指向放弃做题 ，而优秀生的元认知策略则指向

问题解决［８］
．

2 ．2  数学学困生的干预指导
对数学学困生表现特点的分析自然引导着研究

者们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法 ：

（１）元认知与自我监控的指导

连四清在对数学学优生与学困生在元认知技能

方面的研究中发现 ，两者前测成绩存在显著性差异 ，

但数学学困生实验组的元认知技能前测成绩没有显

著差异 ；经元认知技能的短期训练后 ，数学学困生在

元认知技能方面有显著的提高 ，但与学优生的差异

仍然显著［９］
．

章建跃认为 ，发展数学学科自我监控能力是数

学教学的核心问题 ．从总体上看 ，中学生数学学科自

我监控能力随学生年龄的增长 、数学知识的积累而

不断发展 ，这种发展具有年龄阶段性特征 ，符合从他

控到自控 、从不自觉经自觉到自动化 、迁移性逐渐提

高 、敏感性逐渐增强 、从局部到整体等基本规律 ．当

前中学生数学学科自我监控能力的发展落后于其他

心理能力的发展 ，自我监控能力的培养是中学数学

教学最大的薄弱环节［１０］
．

（２）良好情绪与健康心理的养成

陶兴模认为 ，学困生在学习心理上存在明显的

自卑感 、失落感 ，具有胆怯心理 、压抑心理 、惰性心理

和逆反心理 ，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 ．在教学中 ，帮助

学困生消除学习上的心理障碍的对策有帮助他们增

强学习的信心 ，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定期作学法指

导 ，开展一帮一活动 ，实施分层次指导和成功教育 ；

这些措施是实现学困生转化的有效途径［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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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以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认知和情意不断统

一的过程 ．乔荣凝发现 ，高中学生数学课堂情绪障碍

与他们的数学学习成绩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因此为

搞好数学课的教与学 ，要研究学生学习的情感问题 ，

在数学教学中要最大限度地削弱或减轻学生在学习

数学过程中的情绪障碍 ，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 ，尊重

和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想方设法把学生内在的

学习潜能挖掘出来 ，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１２］
．

在数学学困生的人格培养上 ，赵继超认为 ，其核

心是矫正数学差生的消极人格特征 ：① 突破重分数

不重素质的旧观念 ，把数学差生的转化提到一个新的

高度 ；② 消极人格特征的矫正应与积极人格特征的

培养同时进行 ；③ 改变数学差生的观念和意识倾向

应该同培养其良好的行为方式相结合 ；④ 数学差生

人格塑造应从学校 、家庭 、社会几个方面协同进行 ；

⑤ 差生的人格矫正最终要通过人格素质的提高来

实现 ，力求达到完满健全的人格［１３］
．

（３）课堂教学与学习方法的实践

林富君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种“说数学” 的教学

模式 ，通过教师的关爱 ，耐心的教导 ，能够有效地锻

炼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 ，帮助学生建立学好数学自

信心［１４］
．

韩保席认为 ，数学问题链教学对学生学习方法

的形成有较强的导向作用 ，为避免数困生的产生 ，须

注意 ：① 避免从“满堂灌”变成“满堂问” ；② 不要急

于求成代替学生回答 ，教师提出每一个问题后都要

留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 ；③ 问题要有层次性 ，能

够面向全体学生 ，特别是起始问题 ，要让数困生能够

回答 ，中间问题要成为数学困生解决问题的台阶 ，最

后还可以提出较高层次的问题 ，为数优生的发展

服务［１５］
．

俞昕针对目前某些高中扶差措施存在的弊端 ，

从多元智能视角重新审视了高中数学学困生 ．俞昕

提出了对高中数学学困生的新的转化思路 ：早做优

弱势智能的区分工作 ；增加阅读量 ；开发“周围世界

的习题集”校本教材 ；为学生打开理解数学知识的

多元切入点［１６］
．

3  启示展望
可以看出 ，学困生研究是一个较为系统的工程 ，

有着广阔的空间 ，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 ，针

对中小学阶段的学习困难者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 ，

但主要还是多从教育学 、心理学等角度论证数学学

困生的成因及表现 ，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支撑 ，具

体的干预 、辅导 、转化工作的阐述相对还是宏观了

些 ．其特点是 ：

学困研究较多 ，数困研究较少 ；

理论阐述较多 ，实证案例较少 ；

宏观理念较多 ，微观指导较少 ．

这也是今后数学学困生研究可以更多涉及的方

向 ，针对数学学习困难的学生群体 ，在一线教学过程

中 ，我们可以更多地通过实证 、实验等方法 ，结合具

体案例 ，针对学习困难的成因和表现 ，给出操作性更

强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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