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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是知识衔接的关键阶段，更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物理是初中时期主要的文化学科之一，对于学生理想自然界中的物理现象，

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推广作用。分层教学是“新课改”教学改革体制之下的重要产物，也是“因材施教”先进教学理念倡

导具体表现形式，依据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及理解能力，运用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在确保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增加了学生对于物理知识的

理解，使初中物理教学的品质得以改善，为系统开展物理知识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初中阶段；分层教学；物理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1 教学分层 
1.1 内容分层 

相较于其它学科而言，物理学科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由于学生综合

素质及学习能力的差异性，对待同一问题时，往往学习的整体效果会出

现较大的差异性变化。如：一些理解能力较强的学生，在“物态变化”

相关知识点的学习上会展现出优异的天赋；而一些逻辑思维能力强的学

生会在“力学”知识的学习上，展现出优异的表现；一些运算能力较强

的学生，则会在“电能”、“密度换算”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上，展现出学

习的优势。因此，教师可以依据教学内容进行分析，结合学生自身的优

势及教学的实际，通过配合的形式，完善物理知识的学习。 

1.2 难度分层 

在物理教学工作开展期间，教师要依据学生对于物理学科知识掌握

的情况进行分层，利用不同层级的作业布置，保障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

热情。传统物理教学形式，采用统一的教学标准，对于综合知识理解能

力较强的学生，会受到一定的成效，但理解能力稍差或者较差的学生而

言，便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久而久之，学生便会失去了学习的信

心，出现厌学的心理。因此，在教学工作开展时，教师要依据初中生对

于物理知识掌握的情况，进行难度分层，如：在进行“凝固点”及“熔

点”知识学习时，教师可以通过对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制定了解知识框

架的学习任务，掌握生活中一些常见物质的熔点，对于理想能力稍好一

点的学生，可以正常开展相关知识的学习，对于理想能力优异的学生，

提出一些延伸性问题，如生活中的应用及影响条件等，使理解能力偏弱

的学生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早日跟上学习的进度。 

2 学生分层 
学生分层主要针对全班的学生而言，在针对学生进行分层时，要注

意学生的主观感受及知识的接受能力，依据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学习

态度、新旧知识衔接等因素，进行全盘的考虑，同时也要争取班主任的

相关意见，层次以三层为宜。 

例如：在针对学生进行分层教学时，教师要将学生侧重点放在的理

解能力稍差的 B 类学生及基础能力偏弱的 C 类学生上，利用科学的引导，

使学生可以更好系统的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对于 A 类的学生则可以适

当放宽学习的要求。利用提问及练习的形式，使 B 与 C 类学生可以了解

更多的相关知识，同时，在习题难度设置上，也要适时的做出调整，A

类问题侧重于知识拓展、B 类掌握正常教学内容、C 类则主要以基础知识

及兴趣引导为主，提升学生的自信，进而早日迎头赶上，达到理想的教

学效果。 

3 作业分层 
学生理解能力的差异化，也决定了知识点掌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化。

因此，在进行作业的布置上，教师也要依据教学目标及学习的理解能力

进行仔细的分析，相对于 B 与 C 类学生，A 类学生对于物理知识的理解

能力较强，简单的作业已经无法满足其自身的实际要求，课后作业的主

要目标是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巩固相关的知识，简单的作业对于学生

的知识拓展能力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对于 C 类学生而言，对于物理知

识的理解能力较差，如果作业的难度过高，则会对学生造成一定的思想

负担，进而对物理学科的学习失去信心。因此，在进行物理作业布置时，

教师要依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教学的实际、运用合理的教学层次，从多

化化的角度进行作业的布置。合理的作业分层，不仅能够使学生建立系

统的知识结构，更能真实的反映课堂的教学成果。 

例如：在进行物理试卷的学习中，应当将试卷分为两部分，即：基

础必做题及开放性的选做题两部分。基础必做题分值应设定在 60~80 分，

选做题则可以利用多样化的题型，囊括物理学习的各个知识点，学生可

以依据自身的能力优势，进行科学的选择。此外，也可以将必做题再进

行细化的形式，还要对学习的环境、压力、学习能力等因素进行分析，

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4 评价分层 
评价是当前初中教学中经常会用到的形式之一，科学的评价不但可

以增进师生之间的关系，更能合理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以一种

更加轻松、积极的心态开展物理知识的学习。 

例如：物理教学工作开展时，针对 C 类学生，主要以激励作为学习

主要的引导方式，以提升学生自信及学习兴趣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同

时让 C 类学生明确自身学习的不足之处；B 类学生主要以综合评价方式

为主，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运算、逻辑等能力进行综合的评价，拓展

学生潜在的学习能力。针对 A 类学生，则以知识能力的拓展作为主要的

教学目标，利用鼓励与压力并施的形式，使全班的物理教学水准得到更

好的提升。 

5 结束语 
物理是一门涉及到力学、动力学、自然学等诸多知识于一身的综合

学科，对于学生逻辑思维、主观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具有

重要的裨益。但由于初中学生年龄及性格的特征，在进行物理知识学习

时，具有一定的难度，致使学生成绩出现了阶梯性的变化，而物理也是

初中阶段主要的文化学科之一，直接会影响到学生的总成绩。因此，在

物理教学工作开展时，教师要依据初中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及接受能力，

利用分层教学的措施，合理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使初中物理教

学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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