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辅导计划 疫情期间辅导学生
工作计划(精选5篇)

计划是人们在面对各种挑战和任务时，为了更好地组织和管
理自己的时间、资源和能力而制定的一种指导性工具。通过
制定计划，我们可以将时间、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任务，
并设定合理的限制。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这里
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语文辅导计划篇一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师生如何做好
自我心态调控至关重要。为了帮助全校师生和家长在心理上
有效应对此次疫情，积极预防，减缓和控制疫情带来的心理
影响，保持健康心态，结合《防控新冠疫情开学工作方案》，
特制订《__中学新冠疫情防控应急心理干预方案》。

一、指导思想

根据国家卫健委__20年1月27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肺炎机制发[__20]__
号)的有关要求，合肥市教育局发布了全市中小学20__年春季
学期延迟开学通知，要求学校组织心理教师指导师生加强心
理防护工作，引导师生和家长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合理安排
休闲与学习活动，学会自我调节与放松，以良好的身心状态
应对疫情。

二、工作目标

通过心理辅导和咨询等支持性干预，对由于疫情危机导致不
良情绪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引导学生积极主动面对疫情，
重新认识疫情，尽快恢复心理平衡。



三、干预人群

新冠疫情影响人群分为四级。干预重点应当从第一级人群开
始，逐步扩展。一般性宣传教育要覆盖到四级人群。评估目
标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识别区分高危人群、普通人群。
对高危人群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对普通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

第一级人群：疫情感染的师生(住院治疗的重症及以上患者)，
师生直系亲属为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和管理人
员等。

第二级人群：居家隔离的师生(密切接触者、疑似者)，到医
院就诊的发热师生。

第三级人群：与第一级、第二级人群有关的人，如家属、同
事，参加疫情应对的后方救援者，如现场指挥、组织管理人
员、志愿者等。

第四级人群：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疫区师生、易感师生。

四、建立领导小组

为保证疫情防控应急心理干预落到实处，整合学校领导和心
理学科队伍等力量，建立和完善学校应急心理干预领导小组。

组长：__(校长)

副组长：__(副校长)

成员：全体中层、心理健康教师(__)、全体班主任(__)。

(一)区域负责：由__具体负责。



语文辅导计划篇二

为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导致教学进度延后等情况，依据上级相
关文件精神，各老师在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要加强线上教学、线上辅导和教学教研，提升自我教学素养,
根据有关要求，并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此方案：

一、工作目标加强对学生线上学习的指导和辅导，提高教学
教研水平,为正式开学后顺利实施教学、提高教学效率打好坚
实基础，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正常教学工作的影响，确保本
学期的教学工作目标和任务圆满完成。二、准备工作1.成立
机构。组长：xxx副组长:xxx、xxx成员：xx、xx、各校长、教学点
负责人2.建立学习微信群。各学校应以每个班为单位，建立
学习微信群，微信群人员包括学校蹲级行政人员、班主任、
科任教师、学生。学校主要领导及蹲级行政人员应监督好班
主任开展好线上教学活动。3.下载电子课本。教师应引导学
生下载电子课本，进入人教版中小学教材电子版。

5.各校要安排信息技术较为擅长的教师协助班主任为学生、
学生家长处理可能出现的信息技术问题。

6.各小学通过校讯通、微信群等给家长们发出延迟开学通知，
告诉家长线上教学的时间安排和课程安排，线上教学原则上
不讲授新课，开学后按照“零起点”实施教学。

线上教学内容，同时还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新冠疫情防治知识
和心理问题，学习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学科学习、学业发展
以及学习方法，良好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学习习惯、文明
礼仪养成等。

题组成员），要围绕课题任务开展专著阅读和文献研究，撰
写研究论文和分析报告等。学校还可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校
本课题并组织教师开展研究。



语文辅导计划篇三

该班个别学生知识面狭窄，阅读量不多，为了落实新指学期
工作让全班大面积丰收，就必须做好学困生的转化工导作。
在学困生的转化工作中，教师除了倾注爱心，发现闪思光点，
因材施教，抓好反复教育外，还要注重学困生非智想力因素
与智力因素的的培养，运用恰当而有效的方法。

1、认真落实“学困生”辅导工作计划，做好参加对象的转辅
导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

化2、使学困生能成为合格生，增强学困生的纪律观念，教目
给他们良好的`学习方法。

1、对学困生多宽容，少责备。要做到“三心”：诚心、爱心、
耐心。

2、在课堂中关注学困生

3、培养学困生的自信心。只有树立起后进生的自信心，我具
体辅导措施们的转化工作才找到了起点。

4、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想方设法培养学生有坚强的意志。

5、教师不仅要注意培养后进生的学习兴趣。注意培养其兴趣
的稳定性和集中性，使后进生有恒心、有毅力，在学习中专
心致志，精益求精，从枯燥中寻乐趣，于困难中求喜悦。

6、老师的辅导要及时。及时跟踪调查，分析错误原因，及时
辅导。

7、家庭的配合是转化学困生的外部条件。时间每周三下午课
外活动时间安排



语文辅导计划篇四

光阴如水，成绩已属于过去，新一轮的工作即将来临，我们
要好好计划今后的工作方法。好的工作计划是什么样的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六年级语文差生辅导工作计划，仅
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提高优生的自主和自觉学习能力，进一步巩固并提高中等生
的学习成绩，帮助后进生取得适当进步，让后进生在教师的
辅导和优生的帮助下，逐步提高学习成绩，并培养较好的学
习习惯，形成语文基本能力。培优计划要落到实处，发掘并
培养一批语文尖子，挖掘他们的潜能，从培养语文能力入手，
训练良好学习习惯，从而形成较扎实的基础和阅读写话能力，
并能协助老师进行辅差活动，提高整个班级的语文素养和语
文成绩。

在这个学期的培优辅差活动中，培优对象能按照计划提高读、
说、写的综合语文能力，并协助老师实施辅差工作，帮助后
进生取得进步。辅差对象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好，成绩有一
定的提高，特别是应对语文考试的能力。

培优主要是继续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话能力。介绍或推
荐适量课外阅读，让优生扩大阅读面，摄取更多课外知识，
尤其是散文化倾向方面，多给他们一定的指导，以期在写作
中能灵活运用，提高写话水平，定时安排一定难度的练习任
务要求他们完成，全面提高语文能力。补差主要是让差生仿
写后独立完成，保证每个后进生有话可说，有文可写。训练
后进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堂上创造情境，让后进生尝试说、
敢于说、进而争取善于说。

1、课外辅导，利用课余时间。

2、采用一优生带一后进生的一帮一方式。



3、请优生介绍学习经验，后进生加以学习。

4、课堂上创造机会，用优生学习思维、方法来影响后进生。

5、对后进生实施多读多写措施；对优生适当增加读写难度，
并安排课外作品阅读，不断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

6、采用激励机制，对后进生的`每一点进步都给予肯定，并
鼓励其继续进取；在优生中树立榜样，给机会表现，调动他
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成功感。

7、充分了解后进生现行学习方法，给予正确引导，朝正确方
向发展，保证后进生改善目前学习差的状况，提高学习成绩。

8、重视中等成绩学生，保持其成绩稳定和提高。

9、必要时与家长联系，协助解决后进生的学习问题。

总之，不管是优等生还是差等生，包括班级中间的部分，在
本期工作中，我都将一如既往的关注他们每一个人，设法提
高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在课堂上力争以各种形式的教学方法
去激发他们的兴趣，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课堂之外，则尽
自己的最大可能让他们保持着这种兴趣，而且我永远记着一
句话：“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所以当他们取得成绩时，哪
怕是微乎其微的，也要及时给予他们表扬，让他们看到自己
的进步，看到自己的能力，我将努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在我的
教育下，每天都有收获，每天都在进步。

语文辅导计划篇五

李陇军张哲张建英

1、学习无目的性、无积极性和主动性，对自己的学习抱自暴
自弃的态度，把接受在校教育的活动看作是套在自己身上的



精神枷锁。

2、缺乏积极的学习动机，成天无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
钟。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欠帐日益增加，成绩每况愈下。
上课有自卑心理，不敢举手发言，课上不敢正视教师的目光，
班集体生活中存有恐慌感。

3、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学习缺乏兴趣，把学习当作完成
父母教师交给的差事。他们一般贪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自控能力差，较随便，上课不听讲，练习不完成，课后不复
习，作业不能独立完成,甚至抄袭作业，拖拉作业常有发生，
即使有不懂的问题也很少请教他人。他们对自己要求不高，
甚至单纯为应付老师家长，学习并没有变成他们内在的需要。

4、环境因素，其中家庭教育因素是造成学生学习困难的一个
突出因素。父母的文化程度较低，期望水平低，他们大多缺
乏辅导能力。有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缺乏耐
心；有的缺乏教育，缺少关心，放纵孩子，大大挫伤了孩子
的上进心。有的家长长年在外打工，孩子在家无人管束。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了学生的学习困难，从而使这些学
生自卑，自暴自弃。有句格言说得好：没有不想成为好孩子
的儿童。我们要让他们都抬起头来走路。因此，在复习期间
我们针对造成学习困难的原因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对学困生，教师要多倾注些关心和爱心，耐心辅导，循
循善诱。给他们创造表现机会，鼓励他们的信心和勇气。采取
“一帮一”，“众帮一”等措施。

２、对学困生进行经常不定时的家访，目的是取得家长的配
合和支持把学生在校表现告诉家长，同时了解学生的在家表
现。

３、学习困难学生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因此他们的转变也只



能是逐步进行的，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教学由易到难，使
学生层层有进展，处于积极学习状态。师生活动交替进行，
多为学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对学生进步及时鼓励，发现
问题即刻纠正。对待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４、结合语文学科的知识特点，帮助他们掌握控制自己知觉、
注意、记忆和思维活动的普通认知策略、解决本学科问题的
特殊策略、反省认知策略和学习努力程度调控策略等，对学
习困难学生改进学习肯定是有益的。

５、为学习困难学生创设问题情境，问题要小而具体，新颖
有趣，有启发性，并有适当的难度，使他们“跳一跳摘到桃
子”。引发学习困难学生的求知欲，也要注意知识的积累。
他们的基础知识较差，只有当某一知识领域内的知识累积到
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使他们对这一领域的知识产生求知欲
望。

６、在课堂教学中要能照顾到这些学生，针对他们的实际情
况提出不同的要求，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对在课堂上没有
解决的问题，老师帮助补缺。为了补缺补差，我们要利用空
堂课、自习课对学习困难学生进行补课。作业要做到区别对
待。还应积极开展同桌教学，伙伴教学，合作教学，以优带
差，帮助他们一起进步。

7、利用早读、午练时间对后进生耐心辅导。布置作业时，要
让后进生“吃小灶。从数量上照顾，不求数量多，只求准确
度，作业可减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