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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初中数学单元复习课练习分层方法的研究
林丽美

（第二中学，福建 福鼎 355200）

摘要：为了提升初中数学复习课的教学效率，采用分层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方法，其中的练习分层是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从练习变式、

一题多解和多题一解三个方面对练习分层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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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教学”是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习基础

所产生的学习成绩差异，教师对应采取的改变策略和措施。分层

从八个维度进行：人员分层、知识和目标分层、提问分层、板书

分层、练习分层、作业分层、考试分层、评价分层。本文所要阐

述的是初中数学单元复习课的一个维度——练习分层的研究。

复习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回顾本章节的知识，形成一个系

统知识网格。二是在原有数学基础上，让学生能有所提升，有所

突破。一节好的复习课应该是高效的、层次感强的、有思维含量的，

让所有不同数学层次的学生都学有所得。但是在实际的数学课堂

上，我们很多复习课是低效的，无效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

大多数的复习课就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回顾，老师备课时缺少知识

之间的融会贯通，能力培养方面则远远不够。第二，因为班级学

生数学层次参差不齐，复习课内容为谁上、怎么上，老师心中无数。

为了解决初中数学复习课课堂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进行分层

教学的研究，本文就复习课课堂上练习的分层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练习变式是分层教学的一种重要手段

复习课上经常看到一些老师的教学设计内容满满当当，题目

多，图形多，课堂基本上无法完成。但是好的教学设计往往是题

目以小见大，题目条件不断做加法，题目难度不断递进，不同层

次的学生在不同的点上有不同的收获。例如在听一位老师上初二

《一次函数》复习课时，他采取以下的练习变式，就取得非常好

的课堂效果：

例 1：画出一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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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 的图象，并回答下列问题：（1）

若点（m.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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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 的图象上，则 m的值为 _______。（2）

一次函数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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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 的图象与轴交点 A 的坐标是 ______，与轴 y

交点 B 的坐标是 ______，与坐标轴围成图形的面积是 _______。（3）

若 一 次 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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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 的 图 象 上 有 点（x1，y1），（x2，y2），

x1<x2， 则 y1，_______y2）。（4） 当 x_______ 时，y ≤ 0。（5）

将△ ABO沿折痕 AF 折叠，折痕 AF 交 y轴于 F，B 的对应点 E 恰

好落在 x轴在上，求折痕 AF 的表达式。

本例题从一开始的画函数图像，到第（1）小题求 m 的值，

第（2）小题求交点坐标和面积都是最基础的问题，班级 98% 以

上的学生都可以完成的。第（3）小题考察函数的性质，第（4）

小题考察数形结合数学思想，班级就剩 75% 的学生可以完成。第

（5）小题求函数表达式，要应用到方程的思想，难度进一步提升。

在例 1 的设计中，教师通过一道题就把一次函数的图象、性质、

解析式等基础内容进行有效复习，同时又有能力提升。在课堂上，

教师根据不同的难度提问不同层次的学生，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帮

助学习困难的学生，真正做到全班齐头并进，共同进步。在此基

础上，该老师没有把该问题就这样放弃了，而是在例 1 的基础上

继续进行变式，进行深挖得到例 2，解决优秀学生吃不饱的问题。

例 2：如图，已知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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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 与 x 轴 y 轴分别交于 A，B

两点，以线段 AB 为边在第一象限内做正方形 ABCD，回答下列问

题：（1）求点 D 的坐标。（2）求直线 CD 的表达式。（3）请设

计一种平移方案，使直线 CD 平移后，能与直线 AB 重合（写出平

移过程）。（4）连 OC，OD，求△ OCD 的面积。（5）连 AC，

若 P 是 AC 上一点，求△OPB周长的最小值；并求此时点 P 的坐标。

（6）若直线 CD 交 x 轴于点 G，过 D 的一条直线 y=mx+n 交线段

AG 于点 H，当△ DHG 是等腰三角形时，你能求出此时 m，n 的

值吗？

例 2 第（1）小题求 D 点坐标，要应用到一线三等角的数学模型，

它是在例 1 的基础上，层次有明显提升；第（2）小题求表达式，

要两次应用到一线三等角，同时综合应用到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法；第（3）小题是开放性问题，不同平移方式又有不同的难度；

第（4）小题求三角形的面积，又有多种不同的解法；第（5）小

题要应用到将军饮马的热点问题，第（6）小题要进行分类讨论。

整节课的内容就是由一道题不断的变式得到，这种题目的设计就

是为分层教学做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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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题多解是分层教学的一种常规做法

好的题目可以有多种难易不同的思路，不同能力的学生可以

找到相关匹配的做法，好的学生表达言简意赅，简单明了；中等

学生要颇费周折，寻求突破；学困生也可以通过努力完成其中部分。

在初中数学单元复习课上，要让复习课变成拓展学生思维，提高

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舞台，教师精心的备课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徐方瞿老师编著的《透明的几何》一书里，列举初中数学

几何所有关键知识点的几何模型，每一种模型的例题都有几种甚

至十几种的证明方法，如果这种研究方法引用到我们初中数学复

习课的课堂，学习数学将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

即使是一些小题目，教师也可以充分发挥一题多解的功能，

让不同学生学生收获不同。比如，在《一次函数》复习课上，一

位老师的处理方式就很得当：

例 3：根据图象，求直线表达式。

教师叫了一位中等学生上台板书，学生应用待定系数法，列

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得 k、b 的值，求出表达式。课上到这里，老

师没有就此罢手，追问学生能不能直接口算出 k、b 的值，直接写

出函数表达式。一位优秀的学生举手回答，b 就是 2。本题大部分

学生解题中规中矩，是解题常规方法的演练，而教师的追问，让

优等生有了发挥的舞台，通过观察图象得到 k、b 与交点坐标的关

系，从而提高解题速度，培养数形结合思想应用的能力。

 

例 4：在同一直角坐标系内作出相应的两个一次函数的图象

l1l2 则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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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解为 _______。

本题也是计算和直接观察两种作法，能力弱一点的学生会去

解方程组，水平高一点的学生直接从图象上看到结论。这就要求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要充分应用好例题，不管题目是简单还是复杂，

都要尽其所能，让所有学生都能收获劳动果实。

三、多题一解是分层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

这几年初中数学的教学，一线老师群策群力，总结了很多的

数学模型，比如：手拉手模型、一线三等角模型、角含半角模型、

对角互补模型等，这些数学模型的共同特征就是多题一解，就是

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解题的思路、解 决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教师

在初中数学复习课的课堂上，通过变式教学，可以达到很好的课

堂效果。比如在上初一上第四单元《线段和角》复习课时，我把

很多问题都归纳为“握手问题”，看似不相关的问题，最后都用

同一种方法解决。

问题 1：如图：一条线段 AB 上有 6 个点 C、D、E、F、G、H，

问图中共有几条线段？

问题 2：如图，在锐角∠AOB内部，画 1 条射线，可得 3 个锐角；

画 2 条不同射线，可得 6 个锐角；画 3 条不同射线，可得 10 个锐

角……照此规律，画 10 条不同射线，可得锐角           多少个？

问题 3：四边形有 2 条对角线，五边形有 5 条对角线；六边

形有 9 条对角线……问 n 边形共有几条对角线？

问题 4：从火车站 A 到火车站 B 之间设有 C、D、E、F、G、H、

K、L 八个小站，问火车站共要准备几种不同的车票？

问题 5：有 n 个人，每个人都要和其他人握一次手，问共握

了几次手？

不管是线段条数问题、角的个数问题、对角线条数问题还是

车票问题，最终都要转化为“握手问题”，它们都是在“握手问

题”这个数学模型基础上解决问题。这样不管题目的形式如何变

化，我们都能把握住解题的方向和解题的方法，真正做到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教师在教学中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回答不同的问题：

基础薄弱的学生会去数次数，成绩中等的学生会去计算，能力强

的学生会去归纳，这样所有学生都能在课堂学习中积极参与，就

会提高整个课堂学习效率。

练习分层是分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初中数学复

习课由低效、无效走向有效、高效的一种捷径。教师在备课环节

中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研磨教材、深挖题目的内涵，编撰

有层次、有梯度、有提升的教学设计。同时也要群策群力，充分

应用备课组的作用，要分工、要合作，减轻教师的备课负担。在

上课环节，要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因题设问，真正让所有的学

生能集中听课，让所有的学生能主动参与学习思考，让所有的学

生能学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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