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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8亿在农村，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2％，这是一个基本国情。
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全面实现现代化，农民的小康、农村的现代化至关重要。
我国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1.7亿，其中农村学生1.4亿，农村学生占学生总数的82％。
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是关系到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可以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没有农村教育的发展就没有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的确立。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呈下降趋势，回流学生
增加。
但是，新形势下因学习困难带来的辍学现象却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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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8亿在农村，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2％，这是一个基本国情。
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全面实现现代化，农民的小康、农村的现代化至关重要。
我国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1.7亿，其中农村学生1.4亿，农村学生占学生总数的82％。
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是关系到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可以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没有农村教育的发展就没有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的确立。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呈下降趋势，回流学生
增加。
但是，新形势下因学习困难带来的辍学现象却有增无减。
　　教育要时刻关注每个个体，始终关注每个个体，让学生成功学习，成功做事，成功成才，成功创
业，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学困生心理特征与教育》从感知觉特点、记忆特点、思维特点、注意特点等学困生心理的各个
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述，体现了当前学术界对学困生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不但适用于一线教师和家长，对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也会大有裨益。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困生心理特征与教育>>

作者简介

　　李献林，男，1963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河北曲周县人。
现任曲周县文化教育体育局局长、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副秘书长、中国教
育学会曲周教育改革实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主要从事农村素质教育理论和全程成功教育的实践研究，有关“三三三”人才培养模式和“2+1+2”
分流教育模式的研究论文曾多次在《中国教育学刊》、《中国教育报》、《教育实践与研究》、《河
北教育》等刊物上发表，著有《“三三三”人才培养模式操作指南》、《学困生心理特征与教育》等
专著，主编了《习惯与养成》、《个性发展教育》等多本公开出版的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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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困生概述　　第一节　“学困生”的界定　　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概念　　（三
）着眼于学习困难所造成的结果的概念　　学校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较多地从学生的学习结果来
区分他们的不同类别，于是对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形成了一些与上述概念不同的外延较广的称谓。
　　1　学业不良学生　　这是苏联教育界常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学习成绩低下的学生。
学业不良的确定与评价和参照标准有关。
根据不同的标准，学业不良可以分为相对学业不良、绝对学业不良和成绩不足三个类型。
以一个特定群体的平均学业成绩作为参照标准，明显低于平均水平的即为相对学业不良。
按照这种方法，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都可以区分出比例大致相同的学业不良的学生。
以规定的教学目标作为评价的参照标准，达不到教学目标者即为绝对学业不良。
在我国以及一些在教育体制上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人们常常以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作为
衡量的标准。
这时，办学水平不同的学校之间学业不良学生的人数有很大的差异。
当我们以学生个人的能力水平为评价的参照标准时，如果学生的实际学业成绩明显低于从他的能力来
看应能达到的水平，也可视为学业不良，这种现象一般称之为成绩不足，又称为低成就或个人学业不
良。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学业不良学生这一概念取的是第二种类型，即指在学习过程中所达到的实
际学习水平（通常由多项学习成绩反映出来）明显低于预期标准的学生。
这一标准主要是指被社会所认可的关于某一学科知识能力方面的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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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要时刻关注每个个体，始终关注每个个体，让学生成功学习，成功做事，成功成才，成功创
业，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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