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分层中观照每一个学生 

 

 

    学生是存在差异的，且随着年级升高，差异会越来越明显。在课堂中，有

些学生不教就会，有些学生教了才会，还有一些学生怎么教都不会。然而，无视学

生之间差异的现象却普遍存在，用同样的内容以统一的要求进行教学，学生学习兴

趣不浓，教学效率也不高。 

    怎样面对有差异的学生实施有差异的教育？我在十几年的实践中总结了一

些做法，即正视学生个性差异，实行分层教学。 

    目标分层 

    “目标分层”就是在班级授课制的前提下，在教材分析、学情分析等基础

上，针对学生个性差异，因人而异分层制定出不同的教与学目标，提出不同的教学

要求。以《梯形的面积》一课为例，在“梯形面积公式的推导方法”探究过程中，

可以将目标进行分层。A层目标：能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梯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的

方法推导梯形面积公式；B层目标：能用一个梯形转化成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或三

角形的方法推导梯形面积公式；C层目标：灵活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梯形面积公式的

推导。A层目标是基本目标，全体学生都要达成，B层目标是多数学生能达成，C层

目标是发展性目标，一部分学生要达成。 

    探究分层 

    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经常会有参差不齐的表现，这既说明学生层次上的差异，

也说明学生有不同的学习需求，实施分层探究有利于全体学生投入思考、学习。课

堂上，我会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创设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研究的机会。如研究同分母

分数加法+时，学生可以借助圆形纸片来研究；可以画图研究；还可以举生活中的例

子研究；可以把分数化成小数计算；还可以用分数单位的个数来解释等。当然，教

师还可以让提前完成研究任务的学生当“小老师”，离开座位指导其他学生。 

    练习分层 

    练习的作用在于巩固和消化所学的知识，并使知识转化为技能。在教学中

可以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设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练习题，组织学生练习。练

习题之间既要分出层次，同时层次之间又应当有紧密的联系，难度较大的练习题简

称为 C题，难度较小的练习题简称为 A题。如“分数加减法”一课 A层练习就是书

本中的基本练习；B层练习：a和 b为不是 0的自然数，a>b，比

较  +  与  +  的大小；C层练习：（1）计算  +  +„+ +  ；（2）

计算+++  +  + 。C层练习题计算方法不唯一。通过这样的分层练习，让不同

的学生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作业分层 

    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也是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最



基本的教学形式。作业分层布置是教学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吃大锅饭”和“一

把尺子量到底”对大部分学生从成绩到心理都会造成影响，分层布置作业后再分层

面批，不仅利于学生学习负担的减轻，也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 

    作业量要分层，不同的学生布置不同量的作业，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获得自

由发展的空间；作业难度也要分层，找准每一层次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设计难

易有别的作业。 

    作业的分层还要体现自主选择性。做什么，怎么做，适当放手让学生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如平时作业，完成《作业本》；自主选择“每日一题”。双

休日作业，学生可以写数学日记(不做硬性规定，让学生有感而发)；数学实践体验

活动，如制作长方体或正方体模型、体验 1千米有多长等；设计数学小报等。 

    “每日一题”可以每天选择一、两道配合教学进度的思考题或趣味题，写

在黑板一角。学生自主选择练习，将题目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带回家，第二天交给老

师批改，做对的给予一定的鼓励。比如答对一题得 1颗星，期中与期末分两次按星

数的多少评出班级“数学思维之星”。获奖学生有机会将思维本赠送给老师，收藏

在老师的书架上。 

    （作者系数学特级教师，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