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滩小学学困帮扶工作专题培训

玄滩小学作为第一大镇的镇级学校，有幸成为第一批学困生帮扶试点学校。

从 2018 年开始至今已有两年多，学校高度重视，全员参与，以课题《农村小学

生生互助结对帮扶策略的研究》促进帮扶工作的有效开展。经过近 3年的研究，

总结并提炼了生生互助帮扶的策略。今天做如下专题培训：

一、构建了“生生互助”结对帮扶工作体系。

1.构建了生生互助制度保障体系。

学校制定了《学困生结对帮扶制度》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增加了《互

助小组培训制度》《档案建立制度》《督查考核制度》《追踪反馈制度》，形成一套

制度体系，落实责任、明确目标，强化监督。

2.构建了措施保障体系。

为使《学困生帮扶工作手册》适用性、操作性、有效性，进一步优化，增加

了管理制度、指导方案，调查问卷表，发展性评价表、学困生心理辅导记录，家

访联系记录，让家长共同参与此项工作，营造良好的帮扶氛围。

3.建立“学困生”转化研讨制度。

修订完善学生评价标准，引导和规范学困生“生生互助”结对帮扶研究的实

施，各小组自下而上的反复的讨论，修订完善学生评价标准，使全体教师真正明

确学生评价标准，以此作为学困生“生生互助”结对帮扶研究的导向和标杆。在

此基础上，优化指导与评价机制，使其真正能学困生“生生互助”结对帮扶研究

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

学校将每学期召开两次教育和转化“学困生”（包括学困生、帮扶学生、指

导教师）交流会，及时掌握各班级教育对象的动态，研究教育手段和方法，做细

帮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帮扶经验，及时交流推广。

二、构建“生生互助”结对帮扶帮扶实施系统

1.调研学困生情况，掌握学困生信息

2.建立与完善“学困生”个人成长档案

3.组建帮扶团队

4.逐级分层开展帮扶指导

5.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

三、建构“多对一”的生生互助结对帮扶模式



1.开展“两序”帮扶

为了保证帮扶效果，为学生帮扶小组提供足够的帮扶指导实践与帮扶机会，

在帮扶时间、地点上做到时间足够、地点适宜、帮扶更加有序，帮扶落实到位，

所以在时间与地点方面进行了细化。

（1）在时间上保证帮扶落实

由帮扶小组成员与“学困

生”组成的帮扶小组，通过小

组成员进行时间统筹，周一至

周五，在帮扶小组的五名帮扶

学生中确定一人负责一天对

“学困生”进行主要帮扶指导，

并对帮扶指导活动进行记录，

同时在督促“学困生”行为习

惯、学习习惯、任务完成等方面起到提醒、监督与帮助作用；进行一天帮扶，在

一天中分早、中、晚、课外、课内等几个时段进行辅导，辅导原则为习惯养成与

平时不良行为的督促，在帮扶小组中的进步表现可以为班级小组加操行分从而激

励帮扶小组成员为集体荣誉而努力。

（2）在地点上落实帮扶

结对帮扶团队开展校内与校外结合的帮扶辅导。在校内分为课内与课外进行

学业、行为习惯、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辅导，在校外则分为上下学期间与假期中的

安全、其他行为的指导。

课内“三环六步”帮扶：结合学校的“112”自主练能模式课堂教学中，各

班级根据个性特征、学习能力、智力水平等方面采取“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

方式组成 6个学习大组，在大组内又有二人“AB”互助小组，其中 A同学为优生，

B同学为学困生。在课堂上，通过“三环六步”共同完成新知的探究。

“三环六步”法

一环 第一步 结构化预习

自主学习练能（10 分钟） 第二步 教师讲授与点拨

二环 第三步 合作练能

小组合作展示练能（20 分钟） 第四步 展示环节

三环 第五步 总结建构知识

小组课内外自主练能（10 分钟） 第六步 拓展与提升

在新知识学习后，小组成员对所学知识进行练能。小组中其他同学应随时关

注学困生完成情况，如果出现了不懂，应及时给予帮助，解决疑难，小组无法解



决的就求助大组其他同学或教师。在互助小组中，学困生享受“三优先”，即提

问优先、练习优先、辅导优先；“三跟进”即作业跟进、测试跟进、学法跟进，

环环相扣，步步跟踪。这是生生互助中最重要、最精彩地方。

课外日常帮扶：从学习习惯的培养与学习任务的完成为主要帮扶内容，鼓

励“学困生”在小组内树立自信，明确学习目标，成为小组学习的主人，记录“学

困生”在小组、在班级中的进步表现，发现其身上的“闪光点”，最重塑自信、

找到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日常帮扶中工作中，主要为绕

“任务完成情况”“习惯养成”“参加课外活动情况”等几个方面来帮扶。

2.结合学困生情况实施分类帮扶

通过前期的调研与分析，初步确立从学困生“知识基础”“心理疏导”“学习

环境改善”“社会环境改善”等四个方面进行帮扶指导，切实提升学困生帮扶中

的效果。围绕学生帮扶形成帮扶经验并制定了“一（类）生一案”的个性化帮扶

方案。

（1）知识基础差的“学困生”帮扶

针对知识基础较差的“学困生”采用搜集信息、对症下药、思想上进行转化、

认真开导发现闪光点，让学困生尝试成功的喜悦。从学习习惯的培养、激发学习

兴趣、引导学习方法等方面进行帮扶提升、同时注重从兴趣特长方面去建立学困

生的学习积极性。

①指导思想

课外帮扶小组任务
目标 学困生完成 小老师任务

学习任务
完成当日学科学习

任务

指导与监督当日学科任

务

习惯养成 规范平时常规 规范与监督行为习惯

课外活动 积极参加课外活动
观察与记录参加课外活

动情况

其他 其他表现 记录其他优点



本着“没有差生只有差异”的原则,从学困生抓起，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实

行成功教育并长期坚持下去，真正让学生树立起学习的信心和勇气，克服自卑的

心理。在学生中形成“赶、帮、超”浓厚的学习氛围，使我校每个学生学有所长，

学有所用，全面提高学习成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

而不是面向少数学生的。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特别是要关

心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本学期根据每个学困生的特点,认真分析学困生形成的

原因制定了“学困生”帮扶方案。

②基本情况分析

该类学困生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平时作业不认真，不能及时做好课前预习

和课后复习工作，并且上课不专心听讲，没有良好的学习方法，不能认真学习。

他们学习习惯差，接受能力弱导致成绩不够理想。

③具体帮扶措施

a．加强思想教育

许多学困生在与同学的相处之中往往有自卑心理，所以要帮助他们克服自卑

心理，树立自信心。经常找帮扶对象谈心平均每周谈话一次，每次检测结束谈话

一次帮助学生树立自己能学好、能进步的信心。

b．加强关注程度

在平时的学习中多关注学困生做到勤观察、勤发现、勤表扬、勤纠正。对学

困生进行正面引导和帮扶工作辅导，学困生进步时加以及时的鼓励。

C．培养学习习惯

课前准备：在帮扶“小老师”的指导与督促下每天要求准备好第二天的学习

用品或下节课的准备工作。上课之前“小老师”指导学困生把教材读一遍，把问

题找出来，把教师预留知识点、重点、难点找出来并通过自己的归纳把它总结出

来。起初可以放宽要求只要完成其中的部分内容循序渐进逐步完成，“小老师”

是任务完成的评分人。。

上课环节：“小老师”督促学困生应该精神饱满进课堂，把所有与课堂内容

无关的事情都抛在一边，认真听讲做到边听边想边记，养成手脑并用的好习惯。

学困生起初会很困难，但要鼓励学生坚持哪怕一堂课只记住一两点那也是学习成

果。“帮扶小老师”要时时提醒。

练习环节：课堂练习要认真对待，如果不会可以请小组成员帮助解决，不懂

就问而不是不懂装懂，绝不能不会就算了。当然难一点的题可以放过。课后练习

也就是作业要认认真真地完成，按时完成。时间观念强不拖拉，最好要独立完成

绝不能抄作业。

d．建立考评奖励措施



每学期期末对学困生和帮扶生进行考核，对学困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

学习成绩等进行综合考评，然后与上学期的综合表现进行比较，按比例分出一二

三等奖进行表彰颁发“进步奖”以示鼓励，帮扶生也根据相对应的帮扶对象的综

合表现进行奖励。
帮扶案例：

泸县玄滩小学李文燕老师班上生生互助结对帮扶数学计算案例

一、学困生需转化的原因

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从小学习习惯的不同,每个班都有学

困现象。怎样解决这一难题，这是我教学生涯中最棘手的问题。面对学困生,不管有多难，
我们都不能选择放弃对他们的教育,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不同的学生在学习中获得不同
的发展。

我们班有一名学困生叫周鸿轩，二年级时来到本班。他学习习惯差，写字脏乱；基础知
识差，连 20 以内的加减法都很成问题，进位加法、退位减法不会算，更不要提乘法、除法。

针对该生学习习惯差、计算能力差的问题，我专门找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小老师助手徐瑜
萱来帮助我实施学困生的帮扶计划。

二、帮扶目标
《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1至 3年级学生应掌握必要的运算技能，能准确进行

运算，可见计算在小学数学中的重要性。的确计算是所有数学活动的基石，在小学教材中占
有较大的比重，因此在《小学数学课程标准》的指引下我制定了以下帮扶目标：

1、理解算理，掌握正确的口算和笔算的计算方法

2、克服畏难情绪，培养计算的兴趣

3、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提高计算的能力
三、生生帮扶的重点与难点

重点：能熟练地口算 20 以内的加减法和表内乘除法，能计算两位数和三位数的加减法，
一位数乘两位数和三位数的乘法，两位数除以一位数除法。

难点：提高计算的准确性，培养计算的兴趣

四、帮扶时间：2018 年秋——2019 年秋，每周一至五 2—2:20
五、帮扶过程：

1、从基础开始，分阶段过关训练
计算的学习犹如建房，加减法好比建地基，所以我要求二年级下册必须过关 20 以内加

减法；三年级上册结束跟上教材的计算的进度的目标。
小老师根据目标安排了以下任务：第一阶段从数的组成开始，如：手指操练习 10 以内

数的组成。例如：5 可以分成 1和 4，5 可以分成 2 和 3……；1 和 4 可以组成 5,2 和 3 可以
组成 5……每天 10 以内加减法各 5 道。（目的：通过手脑合作培养数感，掌握 10 以内的加

减法，培养计算的兴趣）完成时间两个周。
第二阶段，熟练掌握 10 以内的加减法后，每天进行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的练习。从摆

小棒入手，掌握算理，再从加深练习、反复练习的过程中渗透破十法、平十法、凑十法等的
计算方法，掌握计算的技巧。进位加、退位减各 5道，由易到难，掌握之后拓展到 100 以内

加减法。（目的：通过反复练习，掌握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提高计算的熟练程度）这是一
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每天坚持练习。

第三阶段，过关乘除法。有效、有方法地背诵乘法口诀是学习乘法和除法的前提。小老
师徐瑜萱让学困生周鸿轩通过竖着背、横着背、拐弯背、纸牌游戏，随机抽背等方法来过关
乘法口诀背诵的情况。每天乘、除法、进位加法、退位减法各五道。由易到难拓展到一位数

乘两位数的乘法和一位数乘三位数的乘法以及两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每个阶段由老师制

定过关小测，决定是否通关，并制定奖励机制，激发学习兴趣。（目的：通过反复练习，掌
握乘、除法的计算方法，提高计算的熟练程度）这也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也需要每天

坚持练习。
2、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



良好的计算习惯，直接影响学生计算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小老师徐瑜萱是一个计算习惯

很好的学生，她不仅用自己良好的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困生周鸿轩。
小老师在培养学困生计算习惯时提出了以下几个要求：（1）计算时必须认真抄题，认真

书写，认真打草稿。比如：周鸿轩以前经常在抄题的过程中把“6”抄成了“9”或者运算符
号抄错等，或者由于数位没有对齐而造成计算错误。在小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训练养成了

认真抄题和书写的习惯，避免由抄错题或看错题造成计算失误。
（2）计算必须检查，做题要做到先看、再想、再算、后查。教会学困生重算法、逆算

法、估算法。比如：有这样一道选择题：结果最接近 30 的是（ ）：a、68÷2 b、97÷3 c、
89÷3周鸿轩开始用竖式计算，徐瑜萱引导他用估算法计算又准确又省时。

（3）建立错题集。小老师徐瑜萱要求学困生周鸿轩建立错题集，把错题和容易犯错的
地方记录下来，指导他改正并总结错误的原因。

六、帮扶效果

通过一年的帮扶，学困生周鸿轩养成了较好的计算习惯，完成了帮扶目标，计算能力有
了很大提高，每次考试计算题基本不会失分。

七、反思

生生互助更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让学困生更容易接受和掌握知识，但计算
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长期坚持和老师的督促和鼓励。

（2）需要心理疏导方面的“学困生”帮扶

对于行为习惯较差、有过激行为的一类“学困生”采用思想上启迪、通过内

化教育、生活上关心、学习上帮助的激励机制等进行引导，了解其思想动态，自

身想法，切实做好帮扶工作。

①指导思想

由于多种原因，每一个班级，都客观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学困生”，课内与

课外相结合，实行思想引导并长期坚持下去，真正让学生树立起学习的信心和勇

气，克服自卑的心理。在学生中形成“赶、帮、超”浓厚的学习氛围，使我校每

个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全面提高学习成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素质教育

是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面向少数学生的。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

方法,特别是要关心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

②基本情况分析

该类学困生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他们智商不低；心理上主要表现为：自卑、

脆弱、敏感、封闭；对学习没有兴趣，缺乏上进心，宠辱不惊，对任何事都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③具体帮扶措施

a.搜集信息，对症下药

想方设法收集学困生的有关信息，对症下药，是治病的关键。要帮助学困生，

帮扶者应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其“困”的原因。一般的方法有：平时观察。老师

可以在班级环境中直接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还可以通过班委会成员，暗地里观

察，并在一定的时候，委托其他科任老师帮助观察， 班主任老师和其他老师随

时交流。 家访座谈。家访时，巧妙地查询他们走进困境的历史，尽可能多了解

他们的有关案例，不过，这种家访，要注意不要让学生在场。通过其他学生了解。



班主任把了解到的情况与帮扶者交流，引导帮扶者如何对该学困生进行帮扶。

b．思想上进行转化

一是动之以情，消除戒备心理。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手段，情感可以温暖

一颗冰冷的心，可以使浪子回头。当学生体验到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一片爱心和

殷切期望时，他们就会变得“亲其师而信其道”。 定期与帮扶对象开展谈心、交

流，最主要的是走进他的心灵空间，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思想困惑，

教育他们以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面对困难，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荣辱观，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二是经常沟通，直接点击学生心

灵层面。帮扶者必须在自己的心灵空间构建爱的驿站，让学困生的心灵马车可以

随时停靠。比如，可以先行主动创设沟通渠道，如和学困生聊天；或课余与他们

共同参加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体育活动，活动后和他们交流心得体会；或互相通信，

鼓励他们勇敢地说出内心话。三是尊重信任，唤起自尊心。对这部分学生要求要

适度，培养他们的学习毅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让他们获得成功，树立起进步的

信心和愿望；让他们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长处。

c．认真开导，积极教育，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自信是成功的开始”，为了使学困生建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可以从两方面

入手:一是在课堂上，在小组合作学习中，问题优先，一些他们能够完全回答的

问题，鼓励他们大胆回答，踊跃发言，在回答正确后，及时给予表扬和肯定； 二

是在课后，给他们一些相关的课外书，引导他们在阅读中认识自己是最棒的，相

信自己 是一定能够成功的。通过这些措施，帮助他们逐步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

信心，为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精神动力。

d．增强班集体凝聚力，开展学生互助活动

建立帮扶对子和帮扶小组，努力形成学生之间亲密无间、相互帮扶、取长补

短的良好氛围，减轻“学困生”的心理压力，确保“学困生”能得到及时而真诚

的帮助，使他们能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 获得成功，不断增强自信。

e．发现闪光点，让学困生尝试成功的喜悦

寻找“学困生”身上的闪光点，坚持“五个一点”，即：多一点爱心，多一

点鼓励，多一点点拨，多一点表现机会，多一点思想交流。在转化过程中提出分

阶段的要求，对“学困生”中进步快，某一方面表现突出者及时表扬鼓励，让“学

困生”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使学困生深信人人都是成功者，尝试成功的喜悦，

让更多的“学困生”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f．学生间周提交一篇思想汇报材料，长短不限，但一定要实际有效。班主

任和帮扶者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帮扶调整。

帮扶案例：



玄滩小学徐琴平老师班上学困生帮扶案例--心理疏导帮扶

六、六班是我五年级时所接任的。在四年级时，我担任的是同年级三班的语文教师，那

个时候就耳闻六班有个叫石文杰的同学很有个性，脾气暴躁，性格傲慢。别的同学稍有不如

他意者，就挥起拳头揍别人；除了学习和劳动，其它任何方面都要争个高低；老师教育他，

总是摆出一副很不屑的样子……那个时候光听闻他的事迹我就觉得头疼。百闻不如一见，直

到我真正接触他，我才知道现实远比听说的严重的多……

一、案例说明

刚接手我便密切关注他，发现他上课总是一副玩世不恭、吊儿郎当的样子。隔三差五就

会有一些他的不良事迹飘进我耳朵：同学根本没惹他，就莫名的给同学一拳；强迫同学帮他

做作业；上课自己不学不说还不让周围的同学学习；同学们都不太愿意亲近他，怕被揍……

他还有个特点，你每次找他谈话他都会吊儿郎当地回应你：嗯，知道了。然而行为上却没有

任何改变。

二、原因分析

教师的责任感和良知告诉我：决不能放弃！在我每天坚持有事无事都找他摆龙门阵后，

终于撬开了他内心的大门。原来他的父母一直在外地工作，他小时候一直生活在爸爸妈妈身

边，直到小学才回来，现在是由他的姑姑和奶奶在照管他的生活。突然告别了最好的朋友，

离开了最亲的人，到陌生的环境接触陌生的人，他内心一直怀着对世界的敌意，连对父母他

都用了“恨”字。家里奶奶岁数大了，只能照顾生活起居。姑姑又住隔壁，对他很多行为习

惯又看不顺眼，所以总忍不住会教育他。他觉得没人懂他，他内心感到孤独。其次，他有个

双胞胎姐姐，农村习俗：养儿防老。于是他在家父亲就特别宠溺他，提什么要求都想法满足

他。再者，他的父母在外是做工程的，家庭经济达到了小康水平，于是他就认为自己是有钱

人 ，惹事、学不学在他看来随心情。种种原因，让他不爱学习，也不太愿意学习。

三、生生帮扶措施

1．同学找他常谈话，建立信任。

通过观察，我在班上选定了几位平时与他走得比较近并且比较优秀的同学，然后找这几

位同学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来做我的传声筒。这几位同学利用课间和放学后找他摆龙门阵，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与其平等对话，与他成为了可以倾诉的朋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

些同学又针对他在课堂及平时表现对他进行有目的的谈话，让他控制情绪，克制脾气，同时

也不要影响周围同学学习。这些同学时不时还给他讲他们父母辛苦工作的情景，甚至给他看

他们父母工作时的照片，与他分享挣钱其实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容易的事，只有知识才是最大、

最宝贵的财富。

2．放大石文杰的闪光点。

放大闪光点。石文杰同学很热爱文艺，每次班队课他都积极组织。于是每次班队课同学

们一拿到主题，就邀请他来出谋划策。每次班队会的成功，同学们都不忘感谢主创人员的辛

苦付出。渐渐地他不仅树立了在文艺方面的信心，学习上他也渐渐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

3．感受集体温暖。

对于一个热爱篮球和足球的孩子来说，如果这些活动同学们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儿，

那将是多么孤独的一件事。私下里我就给班上那几位运动健将沟通，每次篮球足球活动都带

上他。现在每次体育课，都能看到他的篮球场上的身影，他渐渐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内心

不再孤独。

4.教给他处理情绪的方法

石文杰同学的脾气特别不好，而且发起脾气来谁也劝不住。私下里我让同学们就像



摆龙门阵一样有意无意地说说自己要发脾气时会怎么办，希望以此让他耳濡目染：一、选取

正确方式发泄情绪，例如运动。二、每次自己要发脾气时，不断重复告知自己：控制控制控

制！并尽快离开现场。

四、帮扶取得的成效

1．思想上已经有很大改观。第一：不再认为惹出事了之后钱能解决一切，与同学和谐

相处才是王道。第二：学会了如何与父母沟通，开始体谅父母。第三：学会了尊重老师，尊

重同学。第四：认识到知识才是最大的财富，会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甚至积极成立学

习小组。

2．行为上打骂同学的次数从频繁到现在的屈指可数。每次他控制不住自己时，他说

他都会再三告诉自己：控制自己控制自己。所以他会很快离开现场让自己冷静，虽然做的还

不够，但已有很大进步。

3.学习上不再厌学，用积极的态度面对学习。积极成立学习小组，主动找小老师教自

己，作业自己做，错题及时纠正。

五、我的帮扶体会

对于那些学困生，我们不能戴“有色眼镜”，要对他们发自内心真挚的爱，只有这样才

能使他们内心感到无比温暖，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们鼓舞，只有这样才能点燃他们追求上进、

成为优生的希望。作为教师，我做的还不够，还要积极探索新方法和技巧，努力加强对他们

的转化教育工作！

（3）学习环境需要改善的“学困生”帮扶

“学困生”的形成存在于许多外部因素，他们从最开始的学习状态是一天天

一步一步走向“学困”的，而并非一天就成为的“学困生”。因此，加强思想教

育、关注学困程度、培养学习习惯的同时，改善学习环境会在帮扶中起到一定的

作用。

①指导思想

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指导思

想，进一步探索教育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面向全

体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尤其是开发学困生的潜能，努力教

育和帮扶“学困生”，在改善其学习环境，融入集体，使其得到转化。

②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该类学生的一些共同特点表现为：他们智商正常；日常行为上，常常表现为

不合群，易激动或易消沉，爱感情用事，丢三拉四，不能专心地听课，完成学习

任务马虎；服装打扮上追求时尚，一味扮酷；常常违反校纪校规，特别是不遵守

纪律；人际关系处理上：对待教师，敬而避之；对待同学，或疏远、或欺负、或

捉弄、或拉帮结派，拉拢一批打击一批；对待家长，常常随心所欲，并不时地蒙

骗；不能很好的融入到集体中来，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③具体帮扶措施

a.思想上启迪。总体来说，该类学困生家庭教育有所缺失，除集中表现在留

守儿童、单亲家庭、父母离异等情况外，还有一些在学生身边的家长根本无暇顾



及子女教育，意识淡薄，责任心不强。鉴于此，教师和帮扶者力求从思想上沟通，

从情感上贴近，经常与学困生谈心交流，掌握他们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化解

他们心中的困惑，给予其精神上的动力。对“学困生”，要真心爱护，要与之“心

连心”，交朋友。充分尊重“学困生”的人格，坚持多鼓励、多正面引导，切忌

歧视、放弃。建立融洽的关系，消除“学困生”的逆反心理，使学困生主动要求

进步。不断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b.通过内化教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困生都能明确 自己的学习

目的，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风，“要我学”变为“我

要学”。通过不断的加强训练，帮助学生获取一个个小成功，使学生的自信心、

意志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c.生活上关心。帮扶者要经常过问该类学生生活，关注其言行举止和生活习

惯，用自己良好的言行引导学困生学会做人、学会处事、有意识培养学困生良好

的兴趣习惯和业余爱好。特别对思想情绪不够稳定的学困生，要进一步通过家校

交流深入了解学生家庭状况，帮助其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真正使学困生把全

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上来。

d.学习上帮助提高。对学困生一方面要重视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或指导

学习方法，或点拨学法技巧；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培养学困生刻苦努力、 持之以

恒的学习习惯和态度，以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在小组合

作学习中，让学困生也有回答的机会，而不是将他们放在角落里无人问津。互动

时要想到学困生，要鼓励学困生积极参与，不能将他们搁置起来，置之不理。同

时要控制学困生课堂违纪的问题。并根据需要经常给他们开小灶，缺钙补钙，缺

铁补铁，着力提高“学困 生”学习兴趣和成绩。

e.采用激励机制，对学困生的每一点进步都给予肯定，并鼓励其继续进取，

让他们体验成功感。努力形成学校、家庭教育的合力，切中时机，“传情报”、“送

喜报”促进学困生的转化。

帮扶案例：

玄滩小学周小林班上生生互助帮扶书写较差学生案例

一、帮扶背景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小学低段的学生要努力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写字姿势

正确、书写规范、端正、整洁。在此精神的引领下，小学语文教师十分重视书写，但尽管如

此，由于信息化普及，电脑，手机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小学生书写的时间和机会，加之部分小

学生在老师教学成行字的书写和书法文化时，精力不集中，思想沉浸在遐想中，最后字迹潦

草，写字时出现拼凑笔画，甚至出现错误书写等现象。

生生互助，是一种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认为：教育的艺术不在于

传授知识，而在于唤醒、激发、鼓励。让书写工整、美观的学生帮助书写较差的学生是一种

典型的自主学习，生生互助模式。对帮扶者与被帮扶者而言，都是知识的唤醒、激发和鼓励！

在生生互助同进步中，玄滩小学始终坚持“211”模式，重视学生自主、合作学习能力，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帮扶目标

让书写较差学生掌握书写的基本方法。培养书法“学困生”良好的书写习惯。生生互助，

创设良好学习环境，激发学生写字的兴趣。

三、生生互助对象

帮扶者：唐燚（二年级四班）

被帮扶者：杨逸凡（二年级四班）

四、帮扶时间

2019 年春每周周一和周四 1：50—2:20

五、生生帮扶的重点与难点

重点：让书写较差的学生掌握书写的基本方法。

难点；激发学生写字的兴趣。

六、帮扶过程

第一部分：制定帮扶计划

书写工整的学生先制定他的“教学计划”，规划好在半学年里对书写较差的同学要开展

的帮扶内容，再按计划进行帮扶。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及书写汉字等规律，帮扶

学生对书写较差的学生的帮扶分为积水成渊阶段、化零为整阶段和点石成金三个阶段，再按

照计划进行有的放矢地帮扶。

帮扶设计意图：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生在帮扶之前先制定计划可以让帮扶更有计

划、有目的，使帮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部分：实施帮扶计划

第一个阶段（2019.2.18---2019.3.29）积水成渊阶段

唐燚当“小老师”，教杨逸凡书写汉字的点、横、竖、撇、捺等 32 个基本笔画。唐燚会

先确定要练习的笔画，自己进行练习后再让杨逸凡练习。比如“点”这个笔画，唐燚会先示

范书写，让杨逸凡观察笔画再练习书写；在练习过程中对他的书写进行评价和纠正。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一笔一划构成字，基本笔画的练习，是写

好字的关键。

帮扶设计意图：小学低段是练习汉字的关键期，学生在写字时应该有正确的坐姿，良好

的握笔姿势，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小老师”示范，“学困生”学习，能促进双方的进步。

实践证明，生生互助极大地提升了书写较差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第二阶段（2019.4.2---2019.5.31）化零为整阶段

经过两个月的基本笔画练习，被帮扶的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书写基础。“小老师”接下

来会教被帮扶学生写汉字，学以致用，把汉字书写得规范，整洁是练习基本笔画的目的。

在化零为整的帮扶过程中，唐燚在一边示范书写的同时，会一边教杨逸凡横平竖直，先

竖后横，先撇后捺等书写要领。

第三阶段（2019.6.4—2019.6.20）点石成金阶段

为了更好地巩固他们的帮扶成果，让书写较差的学生把书写整洁的字当做习惯，把写字

当做乐趣。我把他们换成了同桌，方便“小老师”和“学困生”交流讨论。课间，常常能听

得“小老师”这样说:“你的这个字写得还不错”有时，我还能听到让我哭笑不得的话“你

快去上厕所，快点回来教我写今天学的“嘴”字。”我在微笑中回味着喜悦，这一份喜悦含

义颇丰：帮扶者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了美丽的花，被帮扶者正欢笑着辛勤耕耘着必将收获的满

园瓜果。孕育着花与瓜果的，不正是生生互助这片肥沃的土地吗？

七、帮扶的效果

生生互助帮扶书写较差的学生历经 2019 年春期半年，对帮扶学生而言：帮扶学生在帮



扶过程中认真制定计划在生生互助过程中耐心讲解，示范，培养了帮扶学生的组织和思维能

力，半年下来，帮扶学生的书写得到很大提升，书法参加泸县书法比赛并获奖。对被帮扶学

生而言：被帮扶学生由原来的字迹潦草，同学们眼中的“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清”的同学变

成书写工整，对学习有较浓兴趣的中等生。

八、生生互助的反思：

生生互助学习模式是在终身学习理念和新课改的影响下产生的学习模式，他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的小组合作和团队合作意识，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合作学习

能力，能提升学习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培养帮扶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学生由于年龄较

小，自觉性不强，在生生互助的过程中会出现不能坚持计划，导致半途而废的情况。因此，

需要老师这只指挥棒引导学生积极开展，不定期监督生生互助的实施情况的成果，提高学生

的互助意识，为互助效果保驾护航。

帮扶活动

通过对学困生开展“生生互助”结对帮扶，积极开展学困生学习外部环境的

改善、基础知识帮扶、心理疏导等内容的帮扶，切实落实好帮扶工作。

农村小学学困生“生生互助”结对帮扶模式的探索在充分发挥班级帮扶小组

成员作用的基础上，不断归纳总结提升，创出了具有我校特色的“多对一”生生

互助结对帮扶模式，学生有了进步、教师教学能力有所增进、学校教育水平明显

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家长与社会对学校的认可。

在“生生互助”结对帮扶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 1.被帮扶的“学困

生”情况反复，帮扶志愿者由于年龄特点（1.2 年级）等因素，不能够持续坚持，

帮扶工作没有更多的耐力，“学困生”由于是活生生的变化发展的人，所以就存

在会出现新的学困问题。2.研究深度不够，一些策略比较陈旧、普遍、创新性有

待加强。3.部分教师重视程度不够，停留在应付了事，考核制度必须落到实处。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至上而下大张旗鼓的开展起来，全员参与，落实考核与奖励，

以主题式研讨倒逼大家思考，增加研究的深度、广度、厚度，让这项工作促进学

校管理，促进教师成长，促进学生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