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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都应当在有效的指引下获得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对于弱势学生群体

而言，要完成教育目标，成长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在教育过程，特别是初中教育阶段，需要社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关爱。鉴于此，笔

者结合执教所在学校弱势学生群体教育的现状，通过研究学习国内外相关教育理念，针对初中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问题提出一些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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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育处于义务教育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接受必要的教育是

每个适龄儿童的基本权利。在初中阶段有很多弱势学生群体，他们因为

家庭贫困、天生残疾或其他方面受限等不能跟普通学生一样充分享受教

育资源。为了维护他们受教育的权利，需要社会各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

关爱，以帮助这些弱势学生群体充分享受教育权利 

1 初中阶段弱势群体教育存在的问题 

1.1 学业基础薄弱 

在初中教育调查过程中发现，多数弱势学生群体由于缺乏家庭和学

校的管理，普遍存在文化基础比较薄弱，文化水平层次不齐，学习能力

差等问题。由于他们学业基础薄弱，导致他们在日常学习过程中难以跟

上正常学习进度，理解新知识有困难，无法配合教师开展下一步学习，

导致学习链条断裂，让他们不得不因为无法跟上学习进度而放弃。另外，

还有少数弱势学生群体虽然学习优秀，学习兴趣浓厚，但是却因为家庭

经济状况堪忧，难以继续学业。 

1.2 负面消极情绪明显 

同一般学生不同，弱势学生群体一方面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缺乏

来自家庭方面的关爱和指引，在敏感叛逆的初中阶段没有家庭的约束，

自身又因为社会经验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自我管理，使得很多弱势学生

性格乖张、孤僻，时常参与打架斗殴，缺乏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另一

方面，因为缺乏家庭温暖，缺少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良好的生活和

学习环境，导致他们也很难形成正确的三观，对生活消极，对未来迷茫，

对苦难麻木是他们普遍存在的问题。 

1.3 存在人身安全隐患 

弱势学生群体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人身安全问题。因为他们内心孤独，

所以一旦遇到对他们稍加关心的人，他们就容易给予全身心的信任，他

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很容易因此受到侵害。与此同时，在初中阶段，他

们的社会经验不足，很容易受到友情之上、哥们儿义气的影响，将自己

的金钱与人共享，伙同朋友打群架，导致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2 初中阶段弱势群体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因材施教，提升弱势学生群体知识水平 

针对弱势群体学生普遍存在的学业基础薄弱问题，教师应该深入了

解学生的知识积累水平和兴趣爱好等，改善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手段和方

法，由学生的兴趣点入手，深入发掘他们的学习潜力，提高他们的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教师也可以在课余时间给予弱势群体学生更多

学习方面的帮助，针对他们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为他们讲解，逐步提高他们的知识积累水平，帮助他们夯实学业基础，

进而慢慢跟上正常的学习进度。此外，对于学习成绩优异却因为家庭经

济困难难以继续学业的弱势学生群体，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为他们申请

各类助学补贴，联系爱心人士捐款等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2.2 关爱学生成长，发挥教师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在初中教育中，教师作为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

是对缺乏关爱的弱势学生群体，教师的作用尤其重要。因此，教师需要

发挥全纳教育思想，发自内心地关心和爱护每一位学生。一方面，教师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严格教学的同时坚持亲情关怀，认真了

解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征，深入了解他们的面临的困难，及时发现问题，

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让弱势群体学生在面对问题时能够得到师长的帮助，

促进他们在健康和自信的环境中成长；另一方面，教师要发挥灵魂工程

师的榜样作用，严格要求自己，以身立教，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潜移默

化地影响学生，帮助他们改掉不良行为习惯，引导他们树立终身学习、

热爱学习、乐观生活的良好品质。 

2.3 加强安全保障，提高弱势学生群体自我保护意识 

学校方面要注重加强学生安全保障工作，特别是初中阶段的学生安

全意识和法制意识都相对薄弱，学校尤其需要注意安全检查、安全演练

工作，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邀请法制、安全教育方面的专家来学校讲座，

让学生尤其是弱势学生群体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注意自身财产和人身安

全。另外，学校可以借助社会力量，通过引入社会上的爱心、公益团队，

让弱势学生群体得到更多的关爱和温暖，从而让他们在温暖的社会大家

庭中积极、乐观的成长，并逐渐成长为热爱生活、感恩社会的人。 

总而言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初中弱势群体

的教育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问题主要

体现在学业基础薄弱、负面消极情绪明显、存在人身安全隐患等方面，

对此，需要学校和教师要注意因材施教，提升弱势学生群体知识水平；

关爱学生成长，发挥教师灵魂工程师的作用；加强安全保障，提高弱势

学生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甚至还需要联合家长、教育主管部门、社会

爱心团队等各方面力量通力合作，引导弱势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以一种乐观昂扬的状态融入到正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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