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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提出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

学生，但由于学生素质的差异、教育资源不均衡等原因，导

致学生学习产生分化现象，有部分学生存在学习困难问题，

俗称“学困生”。同时，普通初中教育面临普及性与选拔性、

教育目标的多元化和评估的单一性等矛盾，应试教育的选拔

和社会分层的功能决定了初中教学的高标准，这势必加剧学

困生现象，笔者作为一名在校师范生，在实习中体会到农村

初中物理学困生现象比较突出，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大力发展初中阶段教育，促进初中

阶段教育协调发展。基于此在教育教学中对学困生问题的研

究是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举措。笔者在对农村初中学生

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帮扶农村初中物理学困生的方法。

2 农村初中物理学生调查结果分析

2.1 学生对物理学习喜爱的缺乏导致的学习障碍

从调查结果显示，八年级对物理感兴趣的学生比例为

73.3%，九年级对物理感兴趣的比率为 51.1%，可以看出随着

物理学习难度的提高，对物理学习感兴趣的学生逐渐减少。

调查还显示学生很喜欢学习物理的学生比率非常低，比例只

有 17%，83% 的学生对学习物理的兴趣并不大，伟大的科学

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一旦对某

事物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去求知、去探索、去实践，

并在求知、探索、实践中产生愉快的情绪和体验。兴趣是学

习知识的良好动力，学生缺乏兴趣，学习上就会不积极，还

会把学习物理学习视为心理负担，心理压力，无法明确自己

的目标，最终会陷入学习困境。若是物理学习的动机不够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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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会失去学习物理的兴趣，长此以往就成了学困生 [1]。

2.2 不正确学习习惯和学习方式引起的学习障碍

在学习方式上，完成物理作业时，71% 的学生需要借助

其他人的作业来完成作业；对待错题 17% 的学生不修正，

坐等老师讲解。学生对预习新课的积极程度很消极，能坚持

每次新课都预习的同学只有 4%，而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

预习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预习能发现自己知识上的薄弱环

节，顺利理解新知识；预习还有利于弄清重点、难点所在，

便于带着问题听课与质疑，注意力集中到难点上，听起来轻

松、学习效果高。显然在农村学生中，学生们对于预习的不

重视会导致在物理学习中有很大困难，已然成为学习的“绊

脚石”，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不牢固。

2.3 家长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关注导致的学习障碍

对成绩的关注导致的学习障碍在我们的调查中显示只有

30% 的农村学生家长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家长不重

视学生的学习情况，会导致学生对学习主动性很低，从而影

响学生在学习上的学习成绩，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虽

然很重要，但自己不努力、不主动学习也是造成物理学习困

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2]。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家庭教育的重

要不容忽视，家庭是一个人是第一个生存环境，家长更是学

生的第一位人生老师，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重视，能影响

学生的学习情况。我们的调查中显示家长不重视学生的学习

情况，会导致学生对学习主动性很低，从而影响学生在学习

上的学习成绩。

2.4 家长对学生学习督促不够导致的学习障碍

家长对学生学习督促不够导致的学习障碍，根据我们的

调查结果显示严格督促学生学习的家长只有 27%，这也是

导致学困生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农村，很多家长都

是在外打工，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留守儿童。而物理知识相

对其他科目来说比较难理解，当孩子遇到不懂的物理难题

时，因老师不在身边，无法第一时间得到解答，这样的难题

越积越多，同时没有督促学习，学生容易放弃学习，导致后

面的知识越学越难 [3]，学困生数量增加。

2.5 学生对于帮扶的态度

调查显示，一半左右的学生都愿意接受在假期进行线上

物理学习和指导，因为在假期期间，学生已经学习完学期学

习任务，对自身知识薄弱的地方比较了解，由于农村学生条

件受限，无法请家教或上辅导班，而我们的帮扶是无偿的，

对农村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良机，再者，我们的帮扶是

针对少部分学困生进行的，所以效果肯定比较好，因此学生

可以利用假期时间来接受帮扶学习，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

2.6 教师因素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都很喜欢幽默风趣，教学方

式多样的老师。教师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其一言一行以及

“脸色”如何，都影响学生的情绪。教师富有幽默感，课堂

内外都表现出轻松乐观的情绪，学生的精神也会跟着放松，

行为举止都会轻松活泼；反之，教师严肃刻板，学生会敬而

远之 , 情绪低落。

3 帮扶方式及措施
本次调研中学是一所农村乡镇寄宿制的三年制学校，学

校里面的学生都是周边乡镇来这里读书的，优质生源流失严

重，很多学生都去了市重点中学就读，导致学校学生基础薄

弱，老师在教学时存在困难。调研结果显示学生没有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部分同学甚至存在厌学情况，害怕学物理，

讨厌学物理。而且很多家长在外打工，疏于对孩子的督促，

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丧失了对学习物理的兴趣。

针对所调研农村中学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我们团队制

定了线上辅导的方式进行帮扶工作。我们分组进行帮扶，两

位同学负责九年级、3 名同学负责八年级，并且我们采用腾

讯会议进行线上帮扶学习，并采取了一些帮扶措施。

①针对学习习惯不好，不一定是学习不好的学生，通过

网络学习平台加强学习督促工作，可能会收较理想的效果。

②针对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坚持以网络课堂辅导为主，

给予及时的指导与帮助。采取小组指导或个别指导结合的方

式进行辅导。

③对学困生要给予厚爱、尊重、热爱、信任，建立融洽

的师生关系，激励他们上进。

4 帮扶成果

4.1 学习兴趣有所提高

通过整个帮扶过程，使学生在学习兴趣方面有所提高，

大部分学生一开始对物理学习有所抵触，有的觉得枯燥，不

喜欢与同学和老师交流学习，在我们进行帮扶的过程中，对

他们进行思想上的鼓励，使他们逐渐发现物理中的乐趣，开

始热爱思考和探究，学会把问题分享给老师和同学，共同探

讨解决方法。 

4.2 学习成绩有不同程度提升

作为学困生，最希望的就是物理成绩能有所提升，在我

们的帮扶指导下，学生培养了良好的学习兴趣和习惯，也掌

握了更多学习方法，对待物理知识更加严谨认真，这使得学

生在学习成绩方面有所提升，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5 帮扶反思
①由于采用线上使用腾讯会议进行帮扶，存在诸多不足

之处。对学生的上课监督力度不及线下教学方式，无法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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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更多的情感交流。在授课过程中，老师与学生的情感

交流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线下教学中，教师能通过学生

的眼神或面部表情等获得学生反馈，然而，线上教学会导

致教师不能及时获得学生学习的反馈，没有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同时，农村初中学生自控能力较差，线上课堂对于这类

学生的约束力较弱，不利于该类学生的学习帮扶。

②由于学生放假到开学返校的时间短，帮扶时间短，帮

扶效果有限。但是从学生反馈以及任课老师的反馈，学生接

受帮扶后物理学习兴趣有所增强，学习成绩有一定提升。

③帮扶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不足，由于各任课老师

都是在校师范类大学生，缺少实际教育经验，在帮扶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采取的应对措施并不完善。

④缺乏与家长的沟通交流，无法及时了解学生在家的学

习状态、学习积极性等，对学生的监督有限，因此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帮扶的效果。

6 结语
通过调查显示出农村物理学困生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

同时缺少帮扶也是农村学困生问题比较突出的原因。此次帮

扶实践，物理师范生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对农村物理学困生进

行帮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技能得到训练的同时也体现了

地方师范院校服务于地方教育的办学宗旨。虽然帮扶过程中

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此次实践也为今后的帮扶提供了有意

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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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中都不愿意换自己的发型（发型分长头发或短头发）。

结果显示，小班儿童都将解释归类于个人偏好的有 7 名儿

童，占 38.9%；中班儿童归类于个人偏好的有 6 名儿童，占

比 85.7%；大班儿童归类于习俗水平的有 9 名儿童，占比

60%，大班儿童归类于个人偏好的有 6 名儿童，占比 40%。

说明小班和中班儿童更多将解释归类于“个人偏好”（如

我喜欢长发或短发），而大班儿童除了将其解释归类于“个

人偏好”，还将其归类为“习俗水平”，可能由于部分男儿

童认为男孩子就应该是短发，长发就是女孩子了。

5 结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对道德领域问题的判断与解释中，

3~6 岁的儿童都能做出正确的行为判断；在解释归类部分，

年龄较小的儿童由于身体形态小、认知水平低会更多考虑道

德因素（如行为的内在因素，对他人的身心产生伤害）；而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儿童越能理解

家长、老师等对儿童而言的权威人士所提出的要求，常常为

了避免惩罚而做出正确的行为判断，且对判断的解释也多归

于“回避惩罚与权威”。

在对社会习俗领域两个问题的判断和解释中，3~6 岁的

儿童都能做出符合中国社会习俗的行为判断；在解释归类部

分，随着儿童知识经验丰富，能理解见面向老师问好是自身

有礼貌的体现，因而 3~6 岁儿童也更倾向于把解释归类于“习

俗行为”，可见社会习俗（如行为标准、礼貌等因素）对儿

童道德的认知和发展产生主要影响。

在对个人领域问题的判断与解释中，3~6 岁儿童在没有

权威（如妈妈）的条件下，能够从考虑“个人偏好”的角度

做出判断；而当权威出现后，可能为了得到妈妈的奖励与表

扬，或由于与妈妈形成较好的依恋关系，以及听妈妈话等教

养观念的影响，儿童会听从权威的意见。说明相比“个人偏

好”，“回避惩罚与权威”这类解释对 3~6 岁儿童在个人

领域问题作出的判断产生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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