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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作业梯度设计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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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业是初中物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作业的质量与数量会对初中生的物理学习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多数教

师深受传统教育教学观念的影响，对学生布置的作业都是统一的内容与形式，这样会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因此，初中教师在物理教学中需要为学生设置梯度作业，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层次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以此满足不同学习

基础学生的物理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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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教育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更加科学化、人性
化、专业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采取因人而异、因材施
教、因生而设的教学方法。梯度教育就是针对现在的教育情
况而生成的一种教育新理念和新方法。在初中物理教学中，
传统的作业不能适合每一个特定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按照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要求，设置梯
度作业的概念应运而生。这种教育措施主要针对不同学生个
人发展和知识掌握的差异进行设置梯度作业，以满足不同层
次的学生学习的需要，在学生学习成效不断提升的基础上更
有效地发展和实施梯度学习。

一、初中物理设置梯度作业教学意义
（1）激发初中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动力
教师在物理教学中对作业进行梯度设置，不仅遵循了学

生个性的发展规律，也体现了教师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对
于初中生来说，每个人之间都有着不同的个性特点，而且每
一位学生自身的智力、能力也各有不同，这就使得不同学生
在学习效率方面也有所不同，因此，初中生之间的物理学习
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学生对物理知识掌握得比较牢固，
理解得也比较透彻，其自身物理基础就比较扎实；有些学生
对物理知识的理解比较困难，难以正确掌握物理知识的真正
内涵，其自身的物理学习基础就比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初
中教师就不能够采用传统布置作业方式，需要对物理作业进
行梯度设置，结合学生自身的物理学习情况及其自身的理解
能力设计出不同难度的物理作业，让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对
作业有不同选择，在做作业的过程中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物理
学习水平有效解决作业内容，进而树立学生的学习信心，激
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动力，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探索物
理世界。

（2）促进学生形成多元化的思维模式
初中教师在设计梯度作业时，需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

特征以及物理知识的特点，对作业的内容以及形式进行科学
合理的改进，这样能够让学生在做作业的过程中，加深对物
理知识的理解，同时也能够通过不同形式内容的作业，锻炼
初中生自身的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思维的发散，让学生能够
学会运用多种思维方式解决相关的物理问题，学生的学习体
现初中物理课程的核心素养。

二、初中物理梯度作业教育的实施办法
（一）在物理作业形式设计方面进行合理梯度设计
导学型作业。预习是让学生更快进入新课程、更好地吸

收新知识的有效学习办法。课前预习，为学生学习新知识做
好铺垫，提前在他们的脑海里建立起新知识和旧知识的联系，
做到知识的承前启后和知识系统的完整性。例如，在学习压
强之前，教师提前为学生提供几个切入点：建造房子为什么
要先建造宽大的地基、铁轨为什么要铺在枕木上，然后要求
他们在课后好好预习新课内容。这样，学生预习就有目的性
学习得轻松，也让学生在进一步学习中获得更多经验，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

合作性作业。新课标明确提出，初中物理旨在通过物理
知识教学，实现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合作交流能力
的培养。所以，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可以从“合作”二字入手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体会学习物理的真正意义。
（二）结合初中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作业难度梯度设计
教师若想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实现作业的有效梯度设计，

首先就要对整个班级的学生进行层次划分，这就需要教师对
学生的学习情况进深入的了解，根据学生学习能力之间的差
异以及物理学习程度，对其进行学习层次的划分，进而再根
据学生的不同学习水平进行作业梯度设计，以此设计出难易
程度不同的物理作业以供不同层次学生学习的需求。对于物
理学习程度较差的学生，教师需要为其设计简单易懂的物理
作业，让学生通过练习一些基础性的物理题目，巩固所学的
基础物理知识，提高其自身的物理学习基础；对于班级中处
于中等学习水平的学生，物理教师则需要为其设计稍微有点
难度的作业内容，让这些学生自身的物理学习基础在得到巩
固的同时，还能够提高其对物理知识的应用能力，使其具备
一定的物理思维；而在面对物理学习层次较高的学生，教师
需要为其设计有较高难度的作业内容，让学生的思维在做作
业的过程中得到相应的锻炼，使得学生能够在透彻理解物理
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深层次的物理学习，促进其自身物
理学习水平及能力的有效提升。
（三）提高物理作业的评价的多样性
对于作业评价而言，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导向、激励以及

反馈等多种功能作用，并且在学生的学习发展过程中有着较
大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促进教学目标的有效实现。因此，初
中物理教师需要在学生完成作业之后，对作业的完成度进行
相应的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让学生明确自身在
物理学习中的不足之处，以此巩固学生所学的物理知识，完
善学生的物理认知结构。而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作业评价的过
程中，不能将学生作业的对错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这样不
但无法通过作业评价对学生产生引导与激励作用，反而会打
击学生做作业的积极性。基于此，教师还要在作业中寻找相
应的亮点，如学生解题思维的独特性、学生字体的工整性等，
针对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也给予不同的鼓励与引导，同时还
要在批改作业时加入趣味性的点评，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另外，教师也可以增加学生互评、家长点评等各种评价
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学习交流，拓展学生的学习思维，并
让家长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一个相应的了解，增强对学
生的监督力度。

总之，我相信，随着梯度作业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必将
有更多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在梯度作业的实施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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