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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不断落实，分层

次教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实际的

教学中，教师首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引导

学生分层次展开自主学习活动；其次可以根据学生的思维方式和

兴趣爱好，引导学生分层次展开探究活动；其次，可以根据学

生学习效果的差异，引导学生展开交流讨论活动；其次，可以

根据学生的数学素养差异，分层次引导学生进行课后训练；其

次，可以根据学生生活环境的差异，引导学生分层次展开知识

运用活动。最后，还可以根据学生的性格和思想状态的差异，

运用数学知识对学生展开德育活动。由此，教师能够将分层次

教学理念全面运用到数学教学中，促进学生从知识的获取能力的

提升，品质的培养方面获得综合提高。

1　分层次进行自主学习

进入初中阶段后，学生更需要具备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来进

行长期性的数学学习。因此，教师首先可以对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进行测评，将学生划分为学习能力优秀、学习能力中等，

学习能力后经等层次，引导不同学习能力水平的学生进行分层次

的主学习，以此提高学生的独立学习效果。

例如，在学习《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时，教师可以分层次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比如，对于学习能力后进的学生，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有哪些？这些解法的

具体概念是什么呢？”学生可以细致阅读教材，了解到二元一次

方程组的解法有代入消元法、加减消元法等两种。并且能够勾画

出教材中的相应理论知识，对这些解法的具体步骤进行认识。而

对于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各种方法对二

元一次方程组进行求解。比如，可以给出“x+y=5①；6x+13y=89

②”这一方程组，并引导学生思考“该方程组应当使用哪种方法

求解更加便捷呢？”学生能够对加减消元法和代入消元法所使用

的条件进行对比与分析，从而选择加减消元法进行求解。而对于

学习能力优秀的学生，教师可以给出一些应用题目让学生展开思

考。比如，可以让学生思考“甲乙两人二分钟共打240字，甲比

乙多打30字。甲乙两人各自打了多少字？”这一问题。学生可以

列出“x+y=240①；x=y+30②”这一方程组进行解答。在这样的过

程中，教师能够依据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差异，引导学生学习不

同难度的知识，让学生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提高自学能力。

2　分层次进行探究活动

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经常要探究个方面的疑难问题。

因此，教师可以立足于学生思维方式的差异，引导学生运用不同

的方法对同一疑难问题进行探索，以此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同时，教师要对学生采用的不同方式进行评价与分析，以此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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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一步提高相应的思维能力。

例如，在学习《探索轴对称的性质》一课时，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分层次展开探究活动。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

思维方式对“对称轴上的点到每对对应点的距离都相等”这一知

识点进行探究。对此，一些学生可以发挥代数思维，首先绘制出

一个对称图形，然后用直尺测量出该图形每个对应点到对称轴的

距离，并将这些距离进行对比，从而对这一知识点进行验证。一

些学生可以发挥几何思维，用剪刀裁剪出一个对称图形，然后将

图形沿对称轴进行折叠，对重合的部分进行观察，从而发现重合

的点到对称轴的距离都相等。而一些学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网

格中呈现出对称图形，观察该图形中的对应点所占据的网格长度，

从而判定对应点到对称轴距离相等的特性。之后，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对各自采用的这些方法的优越性进行认识。学生能够认识到

代数思维更加具有精准性，能够直观反映出轴对称图形的性质；

几何方法更具有便捷性，能够避免大量的计算而快速验证这一知

识。同时，学生还能认识到运用信息技术中的网格更具有生动性，

能够具体观察轴对称图形的性质。由此，学生能够激发出进行多

元思维的意识，不断提高思维的灵活性。

3　分层次进行交流活动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最需要注重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对个

人的能力进行发挥与提升，又要适当打破层次的限制，令到不同

层次的学生进行讨论与交流，以合作学习的方式对各自存在的疑

难问题进行有效解答，对各自所具有的学习优势进行相互借鉴，

以此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进一步提高自我。

例如，在学习《数轴》时，教师可以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共

同进行讨论交流活动。首先，教师可以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表述

出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寻求其他层次学生的帮助。比如，后

进学生会对于数轴的性质难以全面认识。对此，学习能力中等的

学生可以引导后进学生制作与数轴有关的思维导图，以数轴的做

法、数轴的三要素、数轴的特点进行全面的认识，以此让后经学

生学会总结归纳思维的使用方法，将复杂的问题具体化。又比如，

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会对于“每一个有理数都可以用数轴上的

一个点来表示;但数轴上的点不都表示有理数”这知识点难以具体

理解。对此，学习能力优秀的学生可以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进行阐

述。比如，以温度计为例，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可以观察到温度

计中的温度数值，既有整数和小数，又能表示一些数值相对模糊

的温度。又比如，以路程问题为例，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可以将

司机向东行驶确定为正方向，将向西行驶确定为负方向。之后学

生联系生活经验，能够认识到司机行驶的路程既有整数和小数，

又有一些较为模糊的但具体存在的数值。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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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学生能够发挥出各自的优势进行相互讨论，帮助班集体进

行思维的交换，进一步提高分层次学习的效果。

4　分层次进行课后训练  

课后训练的目的，一方面是帮助学生对课堂中的基础知识进

行熟练掌握。另一方面也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优势，让学生的

学习效果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

以分层次对学生进行课后训练，根据学生能力的差异让学生作答

不同难度的题目，帮助学生获得针对性的提高。

例如，在学习《求解一元一次方程》时，教师可以分层

次对学生进行课后训练活动。首先，教师可以对学生课堂学习效

果进行整体性的观察，发现学生存在的具体不足。比如，一些学

生对于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记忆还不够牢固，运用还不够熟练。

因此，教师可以给出3x+10=16；20x-4=8等具体的练习题目，让

学生进行计算。在计算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各个步骤

对与一元一次方程解法有关的知识点进行梳理，进一步强化学生

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能力。又比如，一些学生对于一元一次方程解

法的应用缺乏全面的认识，因此，教师可以给出各种类型的应用

题目引导学生进行解答。比如，可以给出“甲和乙相向而行，两

人共行走380米。甲行走的路程比乙多120米。甲乙各自行走的

路程为多少？”这一问题。在解答时，教师首先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甲和乙各自行走的路程与总路程之间的关系。学生能够根据甲

走的路程＋乙走的路程＝总路程这一知识点列出方程，从而整理

出明确的思路。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能够引导不同学习能力的

学生进行分层次的课后训练活动，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存在的具

体问题，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5　分层次进行实践活动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强化学生的生活化学习意识越

来越成为初中数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只有将所学知识与

日常生活进行紧密联系，才能够进一步巩固课堂知识，提高支

持理解的深刻性和知识运用的灵活性。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学

生生活环境的差异，引导学生进行灵活的知识运用，让学生运

用数学知识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解答，进一步

拓展不同学生的学习空间。

例如，在学习《利用三角函数测高》时，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分层次进行实践活动。对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后观

察自己的生活环境，寻找能够运用三角函数知识的生活现象。

比如，一些学生的生活环境中有着很多高大的树木，因此可以

使用三角函数知识对树木的高度进行测量。在进行实践时，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我们需要借助哪些工具，需要怎样和他

人进行配合呢？”学生能够认识到需要运用卷尺测量自己与大树

之间的距离，并且需要他人记录测量出的数据。因此，学生可

以从这些角度展开实践活动，并能够认识到完成这一实践任务，

既需要运用课堂知识，还需要与他人进行深入的配合。又比

如，一些学生能够在郊外游览，因此可以对山的高度进行测

量。在进行这一活动时，学生可以选择合适的天气，并运用工

具测量出山的仰角以及自己与山的距离，从而列出算式求出山的

高度。又比如，一些学生经常观看一些与航海有关的纪录片或

影视剧。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航海的方向和进行判定。

由此，学生可以仔细观看影视剧中航海的情景，绘制出航海的

示意图，根据航船角度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对三角函数知识进

行运用，判定出行船在某一阶段行驶的方向。同时，为了提高

测量的准确性，学生还可以学习一些与航海有关的科学知识，

从而能够将多学科知识进行充分融合，整理出更为明确的思路。

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和休闲方式进行

分层次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提高数学学习与自身能力以及兴趣的

匹配度，强化生活化学习的热情。

6　分层次进行德育活动

进入初中阶段后，学生在性格特点、思想状态以及生活方

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并由此在数学学习中会存在着

不同的困难。因此，教师还要充分发挥数学学科的德育功能，

对学生进行分层次的思想教育，以此让学生对自我形成更加深刻

的认识，以顽强的毅力，崇高的品质投入到学习中，成为社会

需要的优秀人才。

例如，在学习《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时，教师可以分层

次对学生进行德育活动。比如，一些学生个性较为孤僻，经常

存在沮丧忧郁的心理状态。因此，教师可以引导该学生与其他

学生一同进行合作学习，对三角形判定方法的知识进行总结，

强化学生的交往意识。同时，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

引导其他学生对该学生的表现进行称赞，进一步培养学生乐观向

上的状态。又比如，一些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具有着良好的

学习能力，但存在着骄傲的心理。因此，教师可以展开知识竞

赛活动，引导该学生通过对较难题目的解答，认识到自身在学

习中存在的不足，培养学生谦虚平和的心态。又比如，一些学

生对于课堂知识能够熟练掌握，但在应用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很

多的偏误。因此，教师可以给出与全等三角形判定的有关问

题，让学生进行细致的思考，以此消除学生的急躁心理，提高

学生作答的准确性。同样，对于一些学习兴趣较为匮乏，课堂

参与度不足的学生，教师也可以进行一定的思政教育，强化学

生的学习热情。比如，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呢？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对于日常生活有怎样重

要的作用呢？”学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搜索相关的资料，了解

前头三角形在工艺品制作、房屋建筑等行业中的运用，从而强

化学习的动力。在这样的过程中，教师能够对学生进行分层次

的德育活动，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状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推动班级整体学习效果的提高。

综上所述：分层次教学对于初中数学教学具有全面的促进作

用。通过开展分层次教学，教师能够更加细致的深入到学生之

中，了解学生在思维方式、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思想状态

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以恰当的方式对学生进行针

对性的指导，数学教学更加切合不同学生的实际需要，帮助不

同的学生有效完成自主学习、疑难探究、课后训练、生活实践

等活动，让学生体会到教师的关怀与尊重，以此促进学生在循

序渐进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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