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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困生”泛指在一个班级里，学

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其主要表现为，学

习效率低下，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或作

业的正确率较低；部分学生基础知识

欠账太多，有时知道方法，却不知如何

运用，又或是知道答案却不明其理；测

试成绩通常在 40分至 65分徘徊。

“学困生”由多重因素作用形成，

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认为主要

有以下几点原因：

地 理 环 境 原 因 。 西 藏 地 区 海 拔

高，气候寒冷，太阳辐射强烈。严重的

缺 氧 环 境 容 易 造 成 学 生 记 忆 能 力 低

下，从而导致部分学生，特别是自身相

对懒散的学生不愿意学习。

社会环境因素。首先，体现在“读

书无用论”思想的影响。现在部分家

长认为只要能赚钱就是有出息，对学

生的学习成绩不管不问，有些家长只

在学生开学报名时来学校一次，其余

时间，老师请也请不来；其次，受娱乐

圈收入的影响，我国的文化工作者和

科技工作者一年的收入，不如明星唱

一 首 歌 、出 演 一 部 电 影 、球 星 踢 一 场

球、流量明星直播带一次货。一些家

长就算送学生去参加艺体培训也不愿

意花点心思提高学生的成绩。

家长自身原因。以我校为例，我

校学生以打工人员子女居多，家长的

生活压力较大，无暇顾及学生，部分工

作稳定的家长，也是工作繁忙，没有太

多闲余时间。同时，一个班级里，“学

困生”大概率来自离异家庭，一些家长

只负责出钱，至于孩子的生活与学习，

则完全依赖住校或者送到全托班。

教师的原因。教师的本职是教书

育人，但如今，有越来越多与教学无关

的担子压在了教师身上，再准确点说，

是压在了班主任身上，为什么大多数

中小学班主任要让年轻教师担任，就

是因为无论是教学任务还是非教学任

务都太过繁重。

中小学教育是教育的重要基石，

自然要打得牢固一些，所以，教师要事

无巨细、倾注很多心血，协同家长一起

关注孩子各个方面的成长与发展。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如今，使老师

感到最疲惫的，不是每天的各种教学

任务，各种检查、填写表格之类的琐事

反而成为让教师分心、心力交瘁的负

担。例如，每次迎接相关检查，教师都

要提前准备听课的所有流程，安排由

哪个学生举手回答问题，问多少个问

题，诸如这样变相浪费师生时间的事

情也是时有发生。

虽然早就有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的文件，但实实在在落到实处还需假

以 时 日 ，对 于 这 一 点 ，教 师 们 也 很 无

奈，时间长了，造成教师身心俱疲，这

对基础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危害，为了

维持良好的教育环境，学校应该做出

相应的号召与改变。教师们更应该坚

守自己初心，将重心放在教授知识上，

让教育的本心回归课堂，警惕为了评

优评先逐渐迷失自己，认真教学，赢得

学生和家长的尊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提高“学困

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

键。那么，如何提高“学困生”的学习

兴趣，让“学困生”转困学为乐学，笔者

根据自身教学经验认为应该从以下几

个方面做起：

采取情感倾斜，走进学生心灵，做

“学困生”的知心朋友。爱是教育的前

提 ，没 有 爱 就 没 有 教 育 。 对 于“ 学 困

生”更应给予关心和爱。要想做“学困

生”的朋友，走进他们的心灵，教师就

必须从建立感情入手，以师生之情、朋

友之情、亲人之情与他们建立一个友

好、平等的关系。这时，学生就会主动

把老师当朋友、亲人，从而倾吐心声，

敞开心扉与老师交朋友。让学生由喜

欢一个老师自然而然喜欢听这个老师

讲的课。

抓住闪光点、矫正心态，给“学困

生”表现的机会。人们常说“胸无大志

品德差，不爱读书学习差。”然而，“学

困生”并非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

中大多数都是很有上进心的。以我班

一名“学困生”为例，看见教室窗子有

一块玻璃出现破裂，他主动量好尺寸，

把玻璃裁回来，与几个同学一起换掉

了有裂的玻璃。第二天上课，笔者发

现那块玻璃被换，经过调查核实，立即

表扬了这位同学，并号召全班同学向

他学习，引导班里学生重新认识他，帮

助他提高学习成绩。从此以后，他的

学习劲头比较足，到期末考试时，学习

成绩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获得了进步

奖。由此可见，教育者要注意发现学

生的闪光点。

降低难度、强化实例，让“学困生”

体会到成功的愉悦。基础薄弱，理解

能力差，对学习知识感到乏味，并且没

有学习兴趣是“学困生”的共同特点。

为避免“学困生”破罐子破摔，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应该适当控制进度，本着

“浅、慢、粗”原则，由简到繁，由易到

难，降低坡度，循序渐进实施教学。例

如，在六年级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举一反三，举多胜少，在教学中，指

明“学困生”学习的具体目标和方法，

要求“学困生”首先掌握计算题的计算

方法，再在理解的基础上牢记数学概

念和公式，掌握应用题的分析方法和

解 题 方 法 。 在 抽 学 生 上 讲 台 上 做 题

时，尽量让“学困生”做相对简单的题，

这样，他们做对题的概率就很大，从而

使其感到成功的喜悦，获得老师的鼓

励，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组织学生进行课外一对一的结对

帮扶活动。教师不可能对每一位学生

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但是，教师可以组

织 班 里 成 绩 优 异 的 学 生 一 对 一 帮 助

“学困生”，利用课外时间把所学的基

础 内 容 由 他 们 再 给“ 学 困 生 ”讲 解 一

遍。然后由老师布置 2-3 道与当天内

容相关且较简单的题目由他们给“学

困生”解答。这样，一个学期下来，增

强了“学困生”的学习兴趣，他们的成

绩也会得到相应提高。

把好考试关，树立“学困生”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要有意识地挑出一些

较简单的题目给他们做，让“学困生”

尝到学习的甜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

也可以把知识学好。在考试前，应对

“学困生”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逐步

改变他们认为自己在学习上总是比别

人差的印象，增强“学困生”的自信与

自尊。

总之，“学困生”在进步过程中容

易出现不稳定、反复等情况，这是正常

现象。对此，我们要正确对待。转化

“ 学 困 生 ”是 一 个 曲 折 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长期的过程，要反复抓、耐心抓。

不能因为“学困生”出现反复就丧失信

心，更不能就此放弃。要坚持不懈地

做好学生教育工作，帮助“学困生”认

识自身不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增

强其抵御社会上不良诱因的能力。如

此，教师的付出才会有收获，也才能真

正达到转化“学困生”的目的，从而实

现素质教育的真正意义。

（作者单位：西藏军区拉萨八一学校）

近年来，林芝市农牧民群众积极通过景区

景点、旅游饭店、家庭旅馆、旅游项目建设、旅游

商品生产等方式转移就业，乡村旅游呈现出良

好的发展态势，林芝生态旅游业已成为农牧民

群众实现增收致富最直接有效的渠道。

依靠资源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

米林县境内的索松村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

北岸，是观看南迦巴瓦峰日落的最佳方位。这

个小山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优势，每年

春季，桃花盛开，伴着周边的江水、雪山，简直是

美不胜收。

近年来，随着林芝生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索松村“两委”依托村

子附近丰富的旅游资源，以“旅游+”模式，按照

生态致富的原则，围绕“布局美、环境美、生活

美”的要求，突出“环境优美、生态宜居、乡村文

明、生活富裕”四大关键，致力把索松村打造成

独具特色、极具魅力的生态旅游村。同时，米林

县委、县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村里崎岖的山路变得平坦了，桃花漫山的美

景也传遍网络，村民们竞相开起了家庭旅馆。

村民尼玛是索松村第一个开家庭旅馆的

人，他也是该村家庭旅馆发展的见证者。早些

年，尼玛发现了商机，于是，他专门筹钱建了一

间房，用于招待游客，一些村民看到尼玛的旅馆

经营得不错，也开始效仿……如今，尼玛家的旅

馆已是村里最气派的建筑，有两栋二层小楼，共

68个床位。

傍晚时分，工布江达县错高乡的结巴村里

开始热闹起来，游客们或在茶馆闲谈，或在村子

周围拍照片，或跟着村民学跳锅庄……面对这

么欢快的场景，民宿老板罗布告诉记者：“原先

村民们只知道巴松错景区离村子近，但是那时，

村民们思路尚未打开，找不到致富的门路。 政

府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优惠的贷款政策，鼓励

大家办民宿、开茶馆、卖土特产。渐渐地村民们

开始转变思想，家家户户都经营起了自己的事

业，现在我们的收入比以前好太多了。”

结巴村由于地处比较偏远，前些年，通往外

面的路也坑洼不好走，村民几乎都是靠种地、放

牧和跑运输为生。如今，结巴村依靠巴松错的

旅游资源优势，乡村旅游搞得有声有色。

“现在我们家的客栈有 10 间房 16 个床位，

都是自己家人在经营。在家门口就能致富的日

子，是原先想都不敢想的。”罗布笑着告诉记者。

发展智慧旅游——
增收致富路更宽

林芝市大力实施信息化建设战略，大力发

展智慧旅游，坚持把旅游信息化建设作为推动

林芝全域旅游转型升级的“金钥匙”，在全区范

围内率先实施完成“智慧旅游·乡村旅游信息

化”项目建设。整合资金 5229 万元，完成大数

据平台、视频汇总平台、家庭旅馆预订平台、农

牧产品展销平台、H5 导览平台等软件开发，惠

及 20个旅游示范村 300个家庭旅馆。

在米林县的才召村，35岁的其美拉姆正在开

心地打包灵芝、手掌参、天麻等土特产品。“这是

一个广东朋友下的单，我要尽快打包好，到村子

里的快递点帮他邮寄出去。”其美拉姆说。

其美拉姆经营的特产就摆放在家里，一排

货架，一部手机，网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原先我在南伊沟景区有一个摊位，专卖特

产。那时候整天来回跑，风吹日晒的。现在推

行的智慧旅游，方便了我们老百姓，把特产摊位

搬回家，照样能挣钱。我的很多客户都是通过

网友介绍找到我的。”其美拉姆告诉记者。

工布原乡景区位于林芝市巴宜区布久乡，该

景区以展现世界唯一工布藏族特色文化为主题，

以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为手段，以寺庙、花谷、果

园、非遗、特色民俗、文化演艺为核心产品体系，

是一个集休闲体验、民俗体验、文化演艺、餐饮娱

乐、旅游观光、度假住宿、运动康养、研学培训于

一体的综合型国家景区，景区总面积约 20 平方

公里。

“我们是从河南自驾过来的，在网上看到这

里可以体验工布藏族特色文化 ，我们就开车

过来了。”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此外，林芝市在扎西岗村、罗布村对 17 个

家庭民宿进行扶贫改造，建成一批具有典范引

领作用的示范智慧家庭旅馆，进一步推动乡村

旅游产品实现有效供给、差异化供给，促进了各

类旅游要素在网络内的高效流通。

锁定生态旅游——
好风景变好“钱景”

草莓刚刚成熟，就有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在巴宜区更章乡久巴村的草莓大棚里，来自周

边的游客一边采摘，一边拍照。每到周末，草莓

大棚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过去，草莓种植户

将草莓运到市场批发销售，费时费力不说，收

益也一般。“如今，乘着草莓采摘游的东风，不仅

游客上门采购，单价还涨了不少。”种植户喜笑

颜开。

“ 久 巴 村 草 莓 种 植 农 牧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于

2009 年成立，现有 56 座温室大棚，其中 53 座种

植草莓、3 座种植火焰参，草莓种植面积达 26.5

亩，2021 年年产量达 6 万余斤，实现收入 240 万

元（3 户群众收入超 10 万元），合作社成员每户

拥有温室大棚 2 座，带动合作社成员户均增收 8

万余元。”久巴村党支部书记多布杰介绍道。

近年来，国道 219 的改建，让丙察察段成为

“滇藏新通道”的核心段，成为继 318 国道之后

最受自驾爱好者欢迎的进藏线路。丙察察自驾

游“火”了，更是带“活”了一个乡村的思路。

来自辽宁的游客董先生说道，从丙中洛到

察隅不到 300 公里，虽然在一天之内能走完，但

那基本属于走马观花。如果你想慢慢体验这段

旅途的美妙，从察瓦龙出来，在梦扎村住一晚是

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能够与家人在亲近大自然

中，享受惬意时光。

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产业，察隅县当地政

府、林芝市税务局驻梦扎村工作队与村“两委”

考察调研后决定立足梦扎村自身条件优势，把

现有资源与村民闲置的房屋整合起来，打造民

宿产业，走“旅游+民宿”乡村振兴路，为村民增

收注入活力。

“2021 年，梦扎村发展民宿的村民不仅增加

了收入，村民上山采集的林下资源也增加了收

入，采集的灵芝、松茸、桑黄等‘山货’直接卖给

游客。”梦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江安旺

堆介绍，随着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原本在外打工

的村民也积极回归，好风景成就了好“钱景”。

如今，在梦扎村利用空闲房屋发展民宿的村民

达 7 家，10 人实现家门口就业。自 2020 年以来，

全村民宿产业接待游客 1000 余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5 万余元，农特产品收入每年均实现正增

长，人均突破 4000元。

目前，梦扎村内外兼修提升“颜值”和“气

质”，着力打造成为乡村旅游名片，不断扩大自

己的“朋友圈”。伴随着丙察察旅游热的进一步

兴起，小山村蕴藏着大蜕变，融合特色乡村民

居、自然山水为特色的民宿产业即将成为梦扎

村振兴的“美丽经济”。

压题图片：盛开的桃花。本报记者 胡文 摄

浅析“学困生”的形成原因和转化措施
——以西藏军区拉萨八一学校数学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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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林芝市各类旅游业主体累计带动农牧民转移就业 2.75万人，同比增长 4%，实现旅游转移就业收入 9636万元，同比增长 16%；人均

参与旅游转移就业收入 0.35 万元，同比增长 13%；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实现旅游接待收入 1.78 亿元，同比增长

73%；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就业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0.65%，实现乡村旅游就业收入 6695 万元，同比增长 48%，人均参与乡村旅游就业收入

0.33万元，同比增长 22%。近年来，林芝市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推动乡村旅游建设，让广大农牧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图为巴宜区更章乡久巴村村民白玛卓玛

在打理草莓大棚。 本报记者 胡文 摄

图为来自广东的游客身着工布服饰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胡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