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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means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so as to carry out targeted education 
and help students develop in all aspects. However, we will fin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about the teacher level,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methods, evaluation indicators do not match the problem of not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Therefore,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n the research on this, and thought deeply,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according to aptitude and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pes to give play to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ap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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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与高校教学管理创新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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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材施教指区别学生之间的差异性，从而进行针对教育，帮助学生全方位发展。然而，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会发现有关于老师
水平、教学资源、教学手段、评价指标等不匹配不因材施教的问题。因此，论文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且深入思考，探讨了因
材施教和高校教学管理创新间的联系，希望切实发挥出因材施教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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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越来越快，也在大幅推动素质教

育，现在高校非常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与实践水平，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因材施教参与其中。

不过，现在高校一直扩招，学生越来越多，不同学生有着不

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彼此之间也愈发参差不齐，给高校开展

因材施教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只能流于形式。所以，我们考

虑到高校发展现状，应该正确认识因材施教，完成其在高校

教学管理中的创新发展，这是很有社会价值的。

2 因材施教在教学实践中的困境

因材施教属于教学原则，备受社会的认可，也关系到教

学理论的丰富性教学实践的有效性。不过教学实践中还有不

少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2.1 教师因素

（1）缺乏知识能力。因材施教主要在于老师，其影响不

止是某个专业方向，要求老师不但要有很强的知识基础，还

应拥有宽泛的知识，并且能够包容差异，兼顾到专博、纵横

与深广，这样老师自己才能具备差别对待不同学生的水平 [1]。

可现实是师生比例悬殊，老师有太多的学生，无法开展因材

施教，并且部分老师并不具备因材施教的能力。

（2）教学风格的缺憾。教学风格是老师在长期教学实践

中慢慢形成的，有自己风格并结合了自身的教学观点、技巧

与作风，代表着老师的稳定教学状态。老师在很长时间中经

过教学实践才会有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它是比较稳定的，

不会因为教学对象与内容改变就改变，因此老师也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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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因材施教而轻易转变自己的教学风格。

2.2 学生因素

（1）学生人数的制约。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非

常多，可教育基础却不扎实，所以没有足够的教育基金，并

且师资力量差，班级普遍在五十人甚至一百人左右。学生人

数过多，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力、成绩与纪律表现等，不利

于老师选择教学方式。如果班级人数过多，学生没有平等的

学习机会，学生不会受到相同的关注，有的会被老师特殊关照，

而有的则容易被老师忽视。同时，班级是一个整体，老师通

常是讲授教学，无法照应到所有的学生，毕竟老师的时间与

精力也很有限、教学任务也很繁重。

（2）学生个性的差异。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个性，并

且家庭背景、文化、智力、学习习惯、性格特点、特长等也

有诸多差异。可是，教学时总是为了追求共同的教学目标，

不重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此外，老师也不重视差异性，总

是要求学生统一。可这恰恰是影响因材施教最关键的要素，

缺乏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也就无从谈起。

（3）学习风格的影响。学习风格表现为本质不同的学习

活动方式，具体包括生理风格和认知风格。生理风格如感官

上的偏好、对环境条件的偏好等，学生很容易存在混合型的

学习风格。在认知风格上，学生对于信息的接受方式不同，

有的可以很快有自己的看法还能回答，有的则是先耐心思考，

再回答自己有把握的，所以不同的学生思考方式千差万别。

2.3 教学资源因素

首先是教学设施的制约。例如，教室、图书资料等教学

资源是主要构成了学校的物质环境，也能帮助教学活动顺利

开展，和教学内容息息相关。不过如果教学位置相同，则学

校无法给出让所有学生都能用的教学设施。其次是教材的制

约因素 [2]。同一个班一般是相同的教学时间、地点与教材，

虽然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但教育也是一样的。虽然新课程

改革有好几套教材，可一个班级使用的教材总是一样的，同

时教学要求与进度也一样，也不够匹配分层教学。如此一来，

还要求老师因材施教，那真是难度太大了。最后是教学时间

的限制因素。时间也是很关键的教学资源，是否充足和教学

活动效果息息相关。如果时间够的话，因材施教也不是不可能，

但如果时间很短，老师就没时间备课，也无法结束预期的工

作任务，更别提评估学生的学习了。因为老师的教学时间也

是被限制了的，学校的教学时间也很固定，由于课堂教学时

间有限，不但需要结束教学任务与进度，还要顾虑到学生的

个体差异，老师实在是很难办。

2.4 教学管理因素

因材施教非常科学，不能一味按照成绩的好坏将学生分

成快慢班。虽然中国不允许设置快慢班，可是由于“因材施教”

的旗号，有的高校还是会分快慢班，这就是口中的差别教育。

快班比较有优势，资源比较多，有许多有利措施，配备的老

师也是最好的，管理严格，需要给学校争名誉。所以，快班

学生往往有着较强的优越感，其老师也总是觉得高人一等。

反过来，慢班就很惨了，学校为了保持稳定，没有很严格的

学习要求。所以，慢班老师缺乏自信，慢班学生也由于被分

到了“三教九流”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非常自卑，这样的教

育是不公平的，容易造成快班与慢班之间的敌对，严重的可

能还会犯罪 [3]。此外，由于升学竞争激烈，部分高校觉得自

己就是因材施教，理所当然地给尖子生补课、强化练习，其

实这是“开小灶”的行为，没有考虑到大部分学生的学习需求。

这个做法非常不公平，无情剥夺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其实也

理解错了因材施教的本质，教育走上了歪道。

3 因材施教在高校教学管理实践中的运用与

创新

高校教学管理人员应该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按照教育管

理规律，有计划地协调与控制好教学，最优地配置教育资源，

才可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现在不少高校需要从精英式教育

转向大众化教育，而培养人才时，就应秉持因材施教的教育

教学理念，力求创新与突破。

3.1 完善学分制管理，营造灵活的学习环境

一方面，实行弹性学制。在大学时，高校应该让学生自

己自己安排学习计划，可以让学生自己决定是提前还是延缓

毕业，并可以分时期完成学业，并规定好最长的学制年限。

另一方面，按院系招生，学生可以自选专业。在大一时，不

分专业，入学后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与性格特征，选择

自己钟意的专业。

3.2 构建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确保学生最优化发展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所以发展方向是不同的。

高等教育需要切入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让人才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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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多样化，最大限度发挥出学生的个性与专长，并挖掘潜

力 [4]。同时，鼓励复合式专业教学。重组和整合不同专业的

教学内容，并且将培养复合型人才应有的多学科知识融合一

体，使其具备内在联系。此外，还可组织国际合作办学，和

国外高校通过不同的方式合作办学。例如，可以引入国际优

秀名校的教学理念与管理模式，聘请著名的专家学者为名誉

教授，组织交换留学生互相交流学习等。合作办学的模式能

够给学生带来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使学生拥有国际背景，并

且尽快和国际接轨。另外，积极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引

导有志者投身于创业，并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场地、成本、赞

助与咨询等服务。

3.3 增加选修课比例，尊重学生个性发展

要看一个高校允许学生学习多自由，就看其选修课比例。

对此，培养人才的计划需要结合教育时学生的发展需求与个

性特征。例如，可以压缩必修课的学分比重，同时提高选修

课的比重，鼓励学生自学。对此，高校可通过激励政策鼓励

多开选修课，尤其是边缘与交叉的学科，让老师不要经常自

己在讲台讲授，要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增加知识面的深度

和广度 [5]。对于文科学生，其逻辑思维水平不够，而理工类

学生又缺乏文学素养，可以要求文科生选修理工课程，理工

生也要选修一些文科课程，这也能看出因材施教的效果。

3.4 推行分级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对于高校扩招后生源质量喜忧参半的问题，对公共课的

教学不必再“一刀切”，而应鼓励老师分级教学，让学生根

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需求划分不同阶段，并在教学中根据不

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水平，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设计个性化

的教学内容，并把控好教学进度。

3.5 增设提高型附加题，选拔优秀人才

考试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却也不能作为唯一判断学生

能力的标准。对此，高校需尽力创新考试制度，通常而言，

出题标准代表着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水平，却无法体现出成绩

较好的学生，这不利于他们维持学习积极性。所以，考题可

以加入一些较难的附加题，主要是为了考查学生掌握课程的

程度。这样可以让一些学生脱颖而出，激发其学习欲望。此外，

高校管理学生成绩，不可只依据一张试卷的成绩，需要注意

评价标准的多样性。

3.6 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

智能的结构十分多元，需要明白不同学生的长处不同。

在上课时许多时候是传授知识，而第二课堂能够延续和补充

课堂教学，可以对于学生的先天资质，利用一些活动的激发，

挖掘出潜在的能量，锻炼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锻炼。第二课

堂活动可考虑科技、社会服务、文学创作等项目，不要求统

一的形式，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 [6]。同时，

需要老师积极担任其中的指导员角色，希望这些活动，可以

拓宽大部分学生的发展空间。

4 结语

综上所述，因材施教需要十分生动活泼，而性质方面，

因材施教应该更有针对性，能够展示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过，其中的统一不是指同一个方法与标准，而是指教育应

落实到每个学生，他们应该有发展自我的同等机会。而如果

学生年龄段相同，不但有共同的身心特点，其中也有不同之处，

我们必须承认差异，才可真正地认识到因材施教，加快高校

的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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