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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程改革以后，我国个性化教学的形式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之下，分层教学模式能够在各个学

校推广开来，同时获得良好的效果。本文主要通过对学生进行分层、对课堂互动进行分层、对作业进行分层这几方面，对初

中语文分层教学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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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分层教学就是一线教师按照学生们自身的能力水准、已
学知识等，将他们科学合理分成几组水平比较相似的群体，
并且应当区别对待这些群体，他们在教师合理分层以及相互
作用过程当中，能够得到良好发展以及提高。通过实践教学
可以发现，因为初中学生综合能力的不同，初中语文教师采
用分层教学模式，能够让语文课堂教学变得更加地高效。

二、对学生进行分层
初中语文分层教学中，语文教师首先需要充分的结合每

个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以及个性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层
教学，语文教师可以按照每个学生的学习接受能力以及学习
水平和心理状态等等，来对每个学生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
从而科学地对学生进行分层划分。在初中语文分层教学模式
中，语文教师需要真正地做到因材施教，兼顾到每一位学生
的情绪和学习状态，应当时常鼓励学生们，从而增强其自信
心，激发出来他们学习语文知识的热情以及兴趣，从而做到
教师和学生一起进步，有效提升初中语文课程教学的质量。

例如，初中语文教师在执教《社戏》这一内容时，当教
师带领学生们略读完文章后，需要让学生思考几个问题。首
先把初中生大体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基础知识较为薄弱
的学生；第二层次基础知识尚可，然而能力欠缺的学生；第
三层次基础知识比较扎实，能力也很突出的学生。之后，教
师需要针对这三层次的学生，进一步地设置出来三个语文题
目。针对第一层次学生来说，让他们探究“六一公公这一人
物形象”。此问题在教材当中就能够找到答案，只要他们再次
阅读文章。对于第二层次的学生来说，让其他们思考“夏夜
行船通过哪些所形式烘托出‘我’的这种急迫心情？此外，
在月夜归航当中‘我’的这种心情，和看戏时的心情有何不
同？”需要让学生展开对比探究，进一步地掌握文本写作的
特点。就第三层次的学生来说，让他们揣摩一些词语：①我
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轻松”以及“舒展”这两个词语，能够表现出来“我”的
怎样心情呢 ?）②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
脊似的。 （山为何可以说是“踊跃”呢？）让学生们在读懂
文章之后，还可以感受到文字表述含义，具有一定难度。通
过此种形式，让不同层次的学生能够解决不相同的问题，让
语文教学变得更加的高效。

三、对课堂互动进行分层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还需要展开分层互动活动。良好课

堂互动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每一个层次初中生学习语文知识
的积极性，而初中语文教师在开展语课堂互动过程当中，需

要按照每一个层次的初中生，进一步地设计出来不同层次的
问题，由此一来，提升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

例如，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最后一课》这一内容时，
需要对第一层次的学生提出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通过引导，
能够让他们了解文章核心心想以及主要内容；在对第二层次
的初中生来说，语文教师就需要适当提出略加思考性的一些
问题，从而，充分地激发出他们探究的欲望以及其思考能力；
但是，对第三层次的初中生来说，语文教师就应该分析探究
设计具有一定难度的一些问题，对这个层次的学生语文教师
一定要坚持高标准的要求，从而增强这部分学生们的思维能
力。与此同时，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教师也需要提出
问题，再由第三层次学生指导以及帮助低层次的学生，进一
步地展开相互交流以及探讨活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语文教师通过课堂互动分层模式，使全体学生均能够有效提
升语文知识的学习兴趣，以此实现课堂教学良好的效果。

四、对作业进行分层

分层作业，对于第三层次的学生们来说，就是应当有效
提升作业的数量以及难度，促使其能够通过做作业的形式，
进一步地提升学生们自身思维能力。对于第二层次的学生来
说，应当让他们在做作业过程当中，可以“跳一跳够得到”，
对于第一层次的学生来说，初中语文教师需要适当地降低作
业的难度，让他们可以通过做作业的形式，进一步地夯实语
文知识的基础。

五、结论

综上所述，分层教学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然而，事物都
具有两面性，分层教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广大一线教
师应当不断研究分层教学的方式，并且不断完善与优化这种
形式，使其能够在语文课堂教学当中获得良好效果，不断提
升学生们的语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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