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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论“初中划片摇号招生制度下分层教学”的必然性 
◆吴  平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重庆市  400030） 

 
摘要：在初中划片摇号招生制度下，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而如何确保每

个孩子都能享受适合的教育？分层教学，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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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均衡教育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法的方向性要求，是实现教育

公平的内核，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12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对在新形势下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特
色教育事业规律，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教育资源，进一步缩小城
乡教育差距，不断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从而真正地实
现教育事业均衡、持续、健康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们的我们一
直在探索。 

二、初中划片摇号招生制度下分层教学的必然性 
教育均衡的提出，其目的是让每个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

均衡的教育，而不论孩子的成绩。于是，我区初中招生从 2016
年 9 年开始实行划片摇号招生，让区内每个孩子享受均衡教育。
现在，这届孩子经历了三年的学习，已经顺利毕业。作为师者，
陪伴了完整的一届的划片摇号生源后，又即将迎来新一届的划片
摇号生源，不禁反思：我们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本着均衡原则，我们不仅划片摇号尽显均衡，年级平行分班
更显均衡。但在三年里，班级内孩子们学习成绩分化愈演愈烈，
两极分化及其严重，毕竟进校之时孩子们的水平就已参差不齐。
而在老师们的教学过程中通常会面向中档生，那优生如何培优？
差生如何补差？在一个水平参差不齐的班级又如何因材施教？
这都成为当下老师们最为头痛的问题。或许你会说合作学习共同
体建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全国的新课改已经轰轰烈烈地持续了多年之久，但有多少成
效似乎仍未让学生逃出学习带来的巨大压力。我校近年来提出的
建设合作学习共同体也由最开始的愈演愈烈到如今的逐渐趋于
平淡。而我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无论对于全国性的新课改还是对
于本校的建设合作学习共同体，都是应该责无旁贷地走在前列。
我一直坚信，教学正如“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即我们应
该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而所谓的传授知识应该屈居其次。但其
实我们在教学生如何去学习的过程也只是通过传授知识的过程
让学生去思考去感受，更重要的是现在学校、家长和社会对教学
的评价标准主要还是以学生的升学成绩为主。作为一名老师，又
怎么敢忽视学生的成绩呢，更何况这还关系着学生以后的学业之
路。在课堂上，老师们多想给学生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平台来探讨
问题来展示他们的思考结果，但教学进度又该如何办？但课堂的
教学时间又该如何去找？ 

现如今的建设合作学习共同体是否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合作学习共同体即把各个层次的孩子分成一组，让学生之间

通过互帮互助的方式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让老师的一人之力演
变成多人之力。貌似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执行起来却似乎是
困难丛丛。首先，学生之间的这种互助耗时长，进度慢，效率低；
其次，小组内的讨论未必能讨论出什么，因为只有同层次的孩子
之间才有共同交流的语言，但如若把学生按同层次分组，差生之
间又该如何交流互助？最后，课堂的学习主要在交流互助中进
行，老师讲授的少量知识点是否满足了学生的各种需求？对于特
差生如何跟上？对于优等生如何提升？课堂人人高效达到了
吗？ 

从众多教师经验体会，模式化的合作学习共同体在课堂上需
要大量的时间，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老师们总会生怕有哪个学
生没明白哪个问题，总是想让每位学生都明白每个问题。但好像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五十几个学生肯定是有差异的。从初一到初
三，在数学学习方面我都舍不得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我觉得

他们每个孩子是都有能力学好数学的，但课堂的效率对每个孩子
而言是不一样的，那么效率低的孩子该怎么办？源于我们学校初
中部的传统，初中老师们总会利用课余的时间来对这些效率低的
孩子进行过关辅导，这样单独的辅导肯定是效果卓著的，但太费
时间，老师和学生都很累。而我也不例外，我对学生的课余过关
辅导一做就三年了。我不禁会反思，明明可以课堂就完全解决的
问题但还要花上课堂成倍的时间来解决，这样的学习对学生是真
正意义上的帮助吗？要是以后的学习中没有了老师的课外帮助
孩子又怎么办？还有什么更好更科学的方法可以让那些效率低
的学生在课堂上来提高学习呢？让优等生帮助？但这样做对优
等生公平吗？因为优等生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让自己更进一
步提升。课堂时间到底该如何有效分配？课堂教学到底该如何因
材施？我们的课堂到底该如何打造成为高效课堂？ 

那何为高效课堂？高效课堂，是指在有效课堂的基础上、完
成教学任务和达成教学目标的效率较高、效果较好并且取得教育
教学的较高影响力和社会效益的课堂。教学效果好可以从以下两
个方面来体现：一是效率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单位时间内学生的
受益量，主要表现在课堂容量，课内外学业负担等；二是效益的
最优化，也就是学生受教育教学影响的积极程度，主要表现在兴
趣培养、习惯养成、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与品质等诸多方面。 

在划片摇号的招生制度下，我们都憧憬着能给孩子们创造高
效课堂。在双重愿景下，似乎彼此又是矛盾的，但真的矛盾吗？
我校高中一直以来，积极倡导因材施教，数年来开展分层走班制，
不分班但分层，既保证了班级均衡管理，又保证了学科的因材施
教。 

那在初中，分层教学何不借鉴？当然，分层教学需要一定量
的教室和师资支持。根据初中学科特点，或者可以优先分化较为
严重的学科分层，如数学和英语。再者，我们还可以尝试把分层
教学与分组教学相结合，这样对每类孩子进行针对性地教学不正
是大家所期盼的吗？小组讨论不更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这样
的话，优生可以更优，中等生可以平稳发展，差生可以进步。先
分层，再分组，如此的合作学习共同体建设，让孩子们在合作中
学习，在竞争中进步，这不正是高效课堂的体现？ 

三、小结 
学习是教育教学的主体。在教育均衡制度的大背景下，我们

一直在探寻一条尽可能适合每个孩子的优质教育之路。所以，在
初中划片摇号招生制度下，分层教学，迫在眉睫！期待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受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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