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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走班模式教学
张　静

（陕西省西安铁一中分校，陕西 西安 710000）

为了推动学校办学及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发展，也为了解决常

规课堂教学中不同层次学生之间学习效果差异较大的问题，我校

在七年级新生入学之际便开始筹备全年级语数英三科的走班制教

学。在这种模式中，相同层次的学生一起学习、竞争，教师能根

据学生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开展更高效的课堂教学。通过查阅资

料和访谈等形式，本文将从走班前的分班标准、课程内容和教学

设计、评价机制三方面简要论述即将开展的走班制教学。

一、公开透明分班流程和标准

每个行政班参考期中考试成绩大体分成 A，B，C 共三层，任

课教师依据平时测验成绩或学生的课堂表现等适当调整分层情况。

因此，分班主要参考了学生的现有学习水平、学习兴趣和教师评

价等方面。七年级学生年龄尚小，对学科要求和自身认知不全面，

不建议采用大范围的学生自选编排班级的分班方法。同时，教师

应在班级内部对此事统一说明，对调整的名额也应告知全班。A

层学生学科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强，习惯好，主动挑战更高难度，

成绩优异； B 层基础知识过关，学习较自觉，有一定的上进心，

成绩中等；C 层学生学科基础薄弱，学习较为被动，自主学习的

意识和能力欠缺，成绩欠佳。分层名单公布后，教师应及时关注

学生情绪和心态变化，教师应以鼓励为主，让学生认识到分层教

学更有针对性，更适合个人的学科发展需求。为了保证教学效率，

也为了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年级也将定期调整分班名单，实

现动态化管理。

二、集体备课并突显差异

常规教学中，集体备课有助于统一把握教学目标和课程重难

点。在走班教学中，只有对每个层次所教授内容都了然于心，回

归常规行政班教学后，教师才能避免重复劳动和无效工作。因此，

在走班教学中，集体备课依然有存在的意义。在分层后，同一层

次的班级之间允许因班级差异或教师个人教学风格而呈现教学内

容或方法不同，但应基本保持统一进度，且教学内容和难度相当。

不同层次教学班之间应显现出教学进度、内容深度及难度的阶梯

型差异，课后的练习作业也是结合教授内容和学生能力布置，这

样才能起到分层教学的效果，实现走班制的目的。

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即生

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A 层学生在年级中是学习上的佼佼者，他们学习能力强，善

于自我管理，愿意挑战高难度，这部分学生有较强的自我实现需要。

这部分学生需要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尽可能发掘自己的潜能，

善于不断自我创造和发展，并且有较强的信念，不易受到外界干扰。

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应设计不同难度的活动或练习，以便刺激学

生的求知欲。

B 层学生成绩中等，基础知识过关，是班级的中坚力量，但

在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知识，拓展等方面能力一般，存在感不强。

这部分学生处于尊重需要的较高阶段，他们有能力挑战稍有难度

的学习，在学习上能实现自主管理，他们渴望在学习上有闪光点，

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与信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尽可能

的调动这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在互动

学习中进一步认识自己的个人价值，得到他人的认可。

C 层学生成绩一般，基础知识漏洞较多，学习能力欠缺，不

善于自我管理，学习动机不足，甚至存在畏难心理。该部分学生

的现有知识水平不足以应对当前的课程进度和各种测试，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这些孩子就很难进步。“最近发展区”的理论认为，

每个学生都存在着两种水平：一是现有水平，二是潜在水平，它

们被称为“最近发展区”和“教学最佳区”，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

走班的意义在于教师根据他们的实际水平调整课程难度，设置教

学重难点，从而帮助学生不断提升自己，实现自己的潜在水平。

这种以学生最近发展区为教学目标的教学更容易帮助 C 层学生重

塑学习自信，提升学习兴趣，才能够使教学成为促进学生发展的

真正手段。

三、适当的评价机制

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阶段结束后，教师可对整个教育教学

目标的实现程度做出系统的测试与评价。总结性评价多为学期或

学年结束时的统一考查，旨在对学生的整体语言水平做出评价，

但这种次数较少的评价方式不能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

教师需在正常教学中注重过程性的评价方式，即形成性评价。

走班模式中，教学活动和任务设计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

此过程中，教师会借助学生作业、课堂表现、单元或阶段性测试

等方式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本阶段学习中的不足之处。教师也

将根据具体反馈信息调整课程进度、完善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

率。这种评价频率较高的形成性评价方式，是基于对学生学习全

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思而做出的发展性评价。其目的是为

了在平日的教学活动中及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激励学生改进

学习方法，帮助学生调控自己的学习习惯，以便深层次地刺激学

生的学习动机。对于 C 层学生来说，学习效果差强人意，将间接

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如课堂兴趣不足、学习上畏惧挑战、难以

长时间关注学习内容。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形成性评价的及时性

和针对性较强，在教学评价中应注意活动的开放性和选择性，教

师通过调整任务的难度来帮助学生逐渐建立学习兴趣和信心，让

学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看到自己努力的结果，满足实现自我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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