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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分层教学，实现物理培优辅差 
◆刘秋月 

（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城东中学） 

 
摘要：受学生智力因素、学习基础、兴趣和新知接受速度的影响，学生

个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教师教学既要着眼于学生整体的发展，

更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不同层次、不同阶层的学生进行分层教
学，才能实现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原则，才能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

高效提升。本文就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如何对学生开展分层教学以实

现培优辅差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几点教学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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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分层 
教学目标是导控教师教学行为的重要指向标，教师开展分层

教学活动需要以目标为指导，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不同层次
目标的划定，以促进不同阶层的学生都能获得对应能力下的发
展。例如，在《如何提高机械效率》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
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目标的设定如下：对于后进生的目标设
置，应当是在简单机械（如滑轮或杠杆）的基础上，把握机械功、
有用功、总功、额外功的概念，并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掌握机
械效率的初步计算方法。对于中等生，目标设定如下：把握机械
效率的求解方式，能提出提升机械效率的方法。对于优等生，则
是在如上目标的基础上，学会分析机械效率与滑轮的绕线方式是
否有关，与滑轮的重力、物体重力是否有关，能够区分机械效率
和功率，认识到二者之间无任何联系。通过如上教学目标的设定，
分层目标让学生在新知学习中都能获得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发展
空间，教师教学也才能有的放矢。 

二、问题分层 
在不少基础相对较差的学生看来，初中物理知识难度大、抽

象程度高，问题的探索过程繁琐，对物理学科的学习存在着严重
的畏难心理，对物理问题的探索更是存在着排斥或抵抗情绪。久
而久之，伴随着这种排斥情绪和多次失败经历的影响，该部分成
绩较差的学生对物理学科彻底失去信心。如教师关注该部分基础
较差的学生，将教学节奏放缓，题目和问题设置又较为简单，则
会导致部分成绩较好的学生对物理问题失去探索欲望。对此，教
师教学应当关注该部分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并通过分层问题的设
置让每个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得其相应的发展空间，促进学生个体
的成长。例如，在《大气压强与人类生活》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
中，为了帮助学生感知大气压强的存在，教师在课堂中演示“在
铁桶内放少量的水，用火加热，沸腾之后把桶口堵住，然后浇上
冷水。观察铁皮罐是否有变化？”这一实验，让学生初步感知大
气压强的存在，感知大气压强的力量。当此刻范例呈现后，教师
进一步引导学生：生活中还有哪些大气压强存在的例子或应用？
你能举出相关的例子吗？这一问题的设置，则是基于演示实验和
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于基础相对较差的学生也能提出应答。
当教师提问或者选择学生回答时，便可以将机会交给成绩相对落
后的学生，让这部分学生也能在课堂中准确回答问题，找到其本
应有的存在感。而随着教学进程的推进，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思
考“既然大气压强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大气压强的大小
呢？”，随即本节课进入第二个环节——大气压强的测量。通过
播放视频，帮助学生认识托里拆利所测量大气压强值，引导学生
认识大气压强能够支持 760mm 的水银柱，此时引导学生在液体
压强计算的基础上计算大气压强值，便可以由成绩中等的学生进
行计算，进一步巩固液体压强公式。随后，教师进一步拓展，引
导学生思考：（1）如果在托里拆利实验中，倒扣的试管中进入了
部分空气，那么 水银柱的高度还能达到 760mm 吗？（2）如果
将倒扣的玻璃管中的水银柱换成水，那么能够支撑多么高的水柱
呢？以上两个问题的设置，则可以引导部分成绩相对较好、能力
较强的学生进行计算。通过如上分层问题的设置，让不同阶层的
学生在课堂中都能获得其对应的“存在感”，学生在这种参与感
的催化下，在问题的引导下，不断提升优化，最终将必然获得能
力的提升和新知学习的优化。 

三、作业分层 
课后训练是课堂学习的必要补充，课后巩固关系着学生对新

知的把握情况。为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获得适合自己学习能力和
学习基础的问题，教师在作业布置时也可以通过分层教学的方式
组织开展教学，既让优等生“吃得饱”，还要让中等生、后进生
“发展好”。对此，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便可以对作业布置
进行分层。例如，在《认识压强》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由于压
力的概念是本节课新知的教学难点，并且固体压强的计算是本节
课教学的重点。教师在教学中，将如上两个问题的设置作为全体
学生作业，引导学生在课后把握压力的定义和压强的计算方法。
在此基础上，对于后进生和中等生，教师引导学生说出生活中增
大或者减小压强的例子，以强化学生对压强的理解。对于优等生，
教师则可以引导学生在本节课实验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总结归纳
出之前所学的实验中，涉及到控制变量法和转换法的例子，从而
帮助学生有效整合新知。通过作业分层，后进生和中等生既不会
因问题难度较高而丧失问题解决的信心，优等生也不会因为过于
简单问题而失去挑战兴趣。从分层作业中，不同能力的学生都能
获得其对应能力下的作业，这才是因材施教原则下的教学。 

四、评价分层 
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师给学生提供相应的认可和激励，才能让

学生燃起学习的斗志和信心，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师给学生提供强
化和激励。对于不同层次和能力的学生，教师在评价时也要坚持
发展性教学评价和纵向教学评价的原则，根据学生自身的情况对
学生进行分层评价。例如，对于后进生，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时
要坚持激励性教学原则，让该部分学生在参与和问题回答之后体
验到课堂参与的乐趣，此时教学便可以坚持积极教学评价的原
则。对于中等生，教师需要对该部分学生进行坚持性训练，促进
学生学会在保持原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提升，对这部分学
生的评价，则要坚持激励性教学原则。对于优等生，教师则需要
引导学生戒骄戒躁，坚持认可和督促并行的原则对学生进行教学
评价。 

总结 
分层教学是实现班级教学培优辅差最便捷高效的方法。在教

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目标分层、问题分层、作业分层和评价分层
等方式开展教学，以促进学生的高效发展、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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