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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requires for all students, so that each student gets the best development on the original basis, its 
essence is to teach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In teaching practice, it is not easy to transform good ideas into reality. 
Classified	teaching	and	hierarchical	guidance	practice	research,	 is	 the	teacher’s	teaching	activities,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change	
and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and teaching research organically unify,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mainly includes layered method, 
collective lesson preparation and layered preparation, layered question, layered practice, layered method guidance, hierarchical 
tutoring, layered homework, layered detection, layered evaluation, etc. Strationical teaching and guidance emphasize human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optimizing classroom teaching structure, changing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changing “learning” into “learning”, and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each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at	affect	their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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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课程标准要求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在各自原有基础上获得最佳发展，其本质就是因材施教。在教学实践中，将
好的理念转化为现实，绝非易事。分层教学与分层辅导的实践研究，就是将教师的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方式转变与新课
程理念和教学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实施策略主要包括分层的方法、集体备课与分层备课相结合，分层质疑、分层练习、
分层学法指导、分层辅导、分层作业、分层检测、分层评价等。分层教学与分层辅导强调以人的发展为本，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优化课堂教学结构，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变“学会”为“会学”，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
影响其有效性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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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行的学习组织方式——班级授课制，解决了大多数

学生想要学习的愿望，但却不能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其

独特发展。尊重学生的差异，并把它视为一种亟待开发和

利用的资源，努力实现学生学习的个性化和教师指导的针对

性。故此设想，通过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方法进行教导，对于

ABC 三类不同学生的情况进行分析，调整对于学习来说，

更适宜他们的目标，内容以及方法还有进度，从而让每一类

的学生都在风格、学习水平、兴趣爱好、行为取向的差异最

小化，从而能够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获得最佳的发展。

分层教学与分层辅导的就是利用各类教材的允许范围中的

弹性，实现各类不同学生的差异化发展，从而在教学过程中

达到最小的差别，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全面发展。

2 分层教学与分层辅导的含义

分层教学与分层辅导有区别的设计教学环节，安排能

够适应和满足学生各种兴趣、爱好、优势智能和学习风格偏 
好的学习机会，有针对性地实施对不同类别学生的学习指

导。努力为学生开启多种不同的智力活动窗口。采用多种不

同的方法去教授同一内容，并围绕同一主题，给学生设计学

习任务，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3 分层教学与分层辅导的实施策略

3.1 分层的方法
把学生按照不同层级进行归类，按照学生的意愿有序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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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分层教学实行分层
教师通过对全班学生入学时的检测进行综合分析，分层

归档。让不同的认识理解聚积在一起对接时，学生以前的认识

与理解可能得到修正或补充，以前的体验可能得到改变或充实。

3.1.2 提供 A、B、C 三种不同水平的选修课程
要给同学提供 A、B、C 三种不同水平的课程。例如，

A 层的数学竞赛与培优；B 层的课程双基强化；C 层的夯实

基础等。这样也便于给学生营造一个平衡、稳定、良好的心

态环境，使每位同学敢于正视自己的优点与不足，从而以积

极的心态去努力学习，充分发掘自身潜力。

3.2 集体备课与分层备课相结合
集体备课关键是把握并达到初中课程标准的基础，通过分

层备课，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着手，展开教学。

应根据实际情况仔细斟酌，恰当选用一些定性的表示层

次高低的措词，如“了解”“理解”“透彻理解”“初步掌握”“会” 

“熟练掌握”等。对教材中的基本知识深度和广度的了解，既

要从整体上了解，又要从局部上做精细分析，精细分析则需要

分阶段进行，例如：初中是积累函数素材和建立函数初步概念，

高中是精确建立函数概念和研究函数性质，大学则应该充分应

用函数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对学困生采用低起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把

教材的训练目标分解成有梯度的连续的几个分目标，以期逐

步达到新课标的要求，对优生则允许其超课标、超进度的学习。

习题在数学教学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习题选择不

当，学生就难掌握所学知识，更不用说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教师必须加强习题研究。无论选用哪种类型的题目，教师在

分层备课中都应详尽演算，并注意提出对学生的具体要求，

包括解题的关键、解题的技巧以及解题的格式等。调动学生

积极性，培养其学习兴趣，拓宽其的解题思路，从而提高其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分层质疑，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分层教学中教师必须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合理确定学

生的教学目标，并贯穿于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要确定

具体化的教学目标，重视学生的要求，并照顾学生的个体差

异，具体教学上面向全体学生，对特殊学生进行因材施教。

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更多地参与讨论，以教材为重点，指导学

生用好教材，领会课本内容，练好基本功，重视教师指导与

学生探求相结合。侧重基础知识，使其稳步提高，多做练习，

让学生理解基本原理，逐步加强变式训练，让学生会举一反

三。讲授的速度适当放慢，为学生留下充分的思考空间。

3.4 通过分层练习，使学生理解知识，形成技能。
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组织有针对性的练

习，指导学生发现数学结论，理解所学知识，掌握解题方

法，形成技能技巧。一般来讲，教师和学生的解题速度比为

1 ∶ 3~1 ∶ 4。习题的选择必须从练习的目的、内容、形式、

份量、难度、时间以及学生的接受能力等方面来考虑，从而

保证各类学生练有所获。

3.5 分层学法指导，变“学会”为“会学”
不同阶段的学习，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方法也不尽

相同。即使同一层次的学生，由于个性心理特点不同，在学

法指导上也不应完全一样。①优等生的学习指导，一要严格

要求，夯实基础；二要挖掘教材，高于教材；三要课外阅读，

开阔视野；四要鼓励竞赛培优，提高水平；五要研究课题，

撰写论文。②中等生的学习指导，一要树立信心；二要讲究

学法；三要锻炼意志，勤奋学习；四要活跃思维，注意应变；

五要狠抓双基，狠抓中档。③中下等生的学习指导，一要端

正态度；二要降低难度，落实双基；三要教给学法，逐步学会；

四要注意激励；五要适当补缺，逐步提高。例如，在解题教

学中要求学生掌握数学解题格式与要求、学习不同题型的解

题方法、解题思路的探索方法、解题后的反思等。

3.6 分层辅导，实现突破
分层辅导采用同一层次分层，有利于对同一层次的学

生进行针对性教学，但是同一层次的学生仍然会有不同的差

异，为了保证优秀的学生可以充分发展，学习中等的学生

也能得到关注，教师在指导教育中也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和

指导。

3.7 分层作业，使学生逐步发展
①布置作业不宜过难或者过易，对不同的学生应该布

置不同的有层次的作业，中等生经过努力也可以完成每天的

作业，课外作业也可以分层次布置，这样不至于让优等生饿

死，中等生也不会太难完成。具体操作上，对 A 层学生适

当增加一些稍有难度的题型，提倡一题多解，多题归一等。

对 B 层学生继续重视基础和课内，并适当提示难度较大的

题型。对 C 层学生，只要求做最基本题型或课本例、练习

题中类似套做的习题。

②分层作业实施中应教给学生科学地完成作业的方法。

要求学生掌握正确的钥匙步骤和格式，解题要稳、准、快；

将易错习题答题过程写在准备好的错题本上，引以为戒，起

到警示作用。将解答较好的习题答题过程写在准备好的对题

本上，供参考，起到示范作用。

③重视作业批改。教师可以通过作业批改进行学法的

指导。针对学生在做作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可通过

批语来指导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也可以根据学生作业中

的巧妙解法和典型证法、正确率高等，对学生加以表扬和 

激励。

3.8 分层检测，了解自己学习现状
分层检测也是对课堂教学的反馈，同样也是对学生现

有知识的掌握和学习能力的一个检测；可以对 ABC 三类学

生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出不同类型的三张卷子，另一种是

出基础题目和课外的提高题目，这样的卷子也可以让 A 层

学生意识到自己不足的部分，使 B 层学生既感到成功喜悦；

使 C 层学生能提高自信心和学习兴趣。这是一个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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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检测中既有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跃进，也有极少数

学生从高层次退入低层次，应根据检测不同结果，采用不同

的对治措施。

3.9 分层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强调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的评价，注重发展过程，将

最终评价与中间性评价有机结合。最终评价是对学习成果的

评价，只关心学生对问题的回答是否正确；中间性评价侧重

于对学习过程的评价，侧重于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经历。不同

层次的学生可以对作业、试卷和答题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

对于有学习困难的学生，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赞扬和评

价，寻找他们的闪光点，并及时承认他们的进步。对于成绩

一般的学生，激励性评价不仅可以指出他们的不足，还可以

指明他们的努力方向，促使他们不落后，积极进取。对于

成绩好、自信心强的学生，采取竞争性评价，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鼓励他们更加严谨、谦虚、更加努力。例如，对数

学知识理解的评价，就可将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划分成联系水

平、方法水平、策略水平、数学水平概念、探究水平，对

学过的概念有着较深刻的理解，能经过探究获得一些新的结

论。对学生数学语言的形成过程也要有适当评价，如学生在

课堂上听懂了，但他不一定讲得出来；他能将自己的理解讲

给别人听，但他不一定写得出来；他能将自己的解题过程写

出来，但他不一定写得对。因此，评价中要、对于不同选择

的学生要用不同的标准，对同一选择的学生中的不同层次学

生用不同标准。

4 分层教学与分层辅导实施的结果及反思

4.1 促进学生发展，激发学习兴趣
分层教学与辅导的实施有利于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它

以人的发展为本，把学生的差异当成可供利用和开发的资

源。这样做减轻了学习负担，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4.2 优化了课堂教学结构，是贯彻有效课堂的基础

分层教学与辅导既检查了教师自身教学的效果，又了

解了学生实际，有利于改进教学工作，面向全体学生，强调

引发学生的内部机制，使学生生动活泼、自觉自动地学习，

变“学会”为“会学”。而学习方式的转变是新课程改革的

显著特征。分层教学与辅导强调及时反馈，对于偏离目标的

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重视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与态度目

标的落实。

4.3 分层教学与分层辅导的反思

分层教学与辅导的实施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同

时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但还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①对于实施分层教学与辅导，如何在最少时间内取得最优的

效果，尚需进一步研究；②按班级如何使分层教学与分层

辅导在新的课程改革背景下更有实效的展开也有待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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