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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我国新课程教育改革的逐步推行，如何真正的提升学生的

综合能力成为广大老师的重要任务与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分

析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如何运用个性化教学的方法推进中学物理教学的发
展，为广大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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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学克服了传统教学中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整齐划一
的弊端，尊重学生个体个性化，在保证完成基本教学目标的基础
上使学生获得最大提升。将个性化教学模式引入中学物理教学当
中，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获得个性化发展。本文从实际
出发，多方面讨论个性化教学在中学物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一、个性化教学概述及认识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教育要求越来越高，不顾学生

个体个性化而采用的班级授课制缺陷也暴露出来。人们对简单按
年龄划分学习班级的教学制度提出质疑，为满足更多学生发展需
要，分层教学、走班制、小班教学等各类教学方式应运而生，这
些教学形式从本质来说都是个性化教学。个性化教学不是简单地
以学生考试成绩进行分层，而是立足于班级集体，根据学生个别
需要，以促进学生获得最大发展为目的，在学生原有基础上展开
教学，是建立在多元化测评环境之中的，多元化的弹性教学方式。
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发展，个性化教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有较
大进步空间，如何利用个性化教学法提高中学物理教学质量，促
使学生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最大发展，仍是当前中学物理教师探索
重点。虽然个性化教学模式以各种形态实施多年，但仍有部分家
长、学生乃至教师不认同个性化教学，尤其是在中学物理教学中，
原本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认为会导致两极分化，优秀生越来越
好，而学困生则越来越差，是对学困生的一种“歧视”。其实不
然，个性化教学是建立在学生个体个性化与整体相似的基础之
上，其目的是让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最合适的教学方式，获得最大
程度上的提升。 

如果将学困生与优秀生放在一个班级教学，教师在教学中既
要考虑优秀生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拓展提升，又要保证学困生达到
相应学习目标，难度较大，反而不利于这两类学生学习发展。因
此，教师首先要树立正确教学理念，科学对待个性化化教学，正
确认识个性化与公平的关系，不偏爱优秀生，针对不同发展要求
的学生合理制定不同教学策略，帮助学生获得学习进步。 

二、个性化教学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运用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教师个人的思想观念教学过程中的师生

互动、交互影响是比较强烈的。在传统教育机制和应试教育体系
中，不少老师习惯于忽视考试成绩较差的学生，或者认为没有培
养前途而放弃，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其实，所谓的“差
生”绝大部分不仅与其他同学无差异甚至还可能具备更多尚未被
发掘的潜能。在此需要教师“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个体施以
人性化的教学方法。 

1.正确面对学生个性化 
在个性化教学中，并不是根据每一学生个性化而采用具体教

学措施，而是建立在班级集体之上的。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
学生有两个发展平台，第一是现有发展区，即学生已达到相关发
展水平，能独立完成相关任务；第二是最近发展区，即学生虽不
能独立解决某一任务，但通过简单学习或模仿却能够完成。每个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不一致，教师要尊重学生个体个性化，尊
重人的客观发展规律，深入了解每一位学生。根据学生领导能力、
知识水平、动手能力、物理思维等多方面因素，合理将学生划分
为不同发展层次。 

2.合理选择教学方式 
个性化教学主要有两种教学方式。其一是班级内部学习小组

模式，在不打乱原有行政班级的基础之上，通过各方面评判学生
个性化，根据学生发展需要分为不同学习小组，小组内部成员能

力特长个性化较大，优势互补。其二是行政班分层，需要全校年
级性地进行考核，按一定标准进行分班，有利于教师统一教学。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主要运用第一种教学方式。其次还有走班制、
小班教学等小众个性化教学方式，教师要根据教学实际，选取合
适教学方式，在原有教学模式基础上加以适当优化，实现教学形
式最优化。 

3.制定个性化化发展目标与评价 
由于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不同，每个学生的发展要求

也不尽相同，教师要针对学生个体个性化，合理制定教学目标，
让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最大提升。 

例如：学习小组模式下在学习《摩擦力》一课时，教师可制
定如下学习目标：第一，明确静摩擦力与滑动摩擦力概念，了解
两者个性化；第二，熟悉滑动摩擦力计算方式，能解简单计算题；
第三，了解生活中哪些地方运用摩擦力，哪些地方要降低摩擦力，
分别有哪些方式。通过制定多个教学目标，让学生直观了解学习
目标，对应自身知识水平及发展要求进行选取，再按不同学习目
标分类进行个性化教学。这种“自助餐”式的个性化教学策略，
有利于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的课堂。 

不同学生发展需求不同，教师评价也必然不同。例如：在学
习《摩擦力》一课时，针对上述不同学习目标，原本只要求完成
第一项学习目标的学生，完成了前两项，而原本应该完成所有学
习目标的学生没有完成第三项，虽然这两类学生学习成果一致，
但教师给出的评价必然不同。因此，教师要在保护学生自尊、自
信的基础上，给予学生恰当评价。对相对低层次、内向的学生以
鼓励为主，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对层次或发展要
求较高的学生以指出不足为主，帮助学生更上一层楼。恰当的评
价是教学艺术的体现，教师在评价前要仔细斟酌，避免评价起负
面作用。 

三、结束语 
个性化教学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针对性及操作性，契合学生

个体发展需要与时代发展潮流，是对传统以成绩论英雄的教学模
式的颠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本人根据多年教学经验，
提出了以上几点利用个性化教学优化中学物理课堂的策略。个性
化教学模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学生的发展需求总是随时代
在变化，教师在教学中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己任，不断优化
教学方式，提高物理教学质量，推动中学物理教学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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