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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教学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适用性研究 ①

彭玉明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目前我国的学生在小学三年级开始接触英语，高一时就已学习英语长达７年。学生在不同学段所学英语是

有区别的，高中英语侧重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目前在部分优秀高中根据学生掌握英语的程度分层次或分等级进行

教学，即英语功底深厚的学生组成一个班，由全校最优秀的英语教师进行教学，英语功底薄弱的学生组成一个班，由学校

其他的英语教师进行授课。针对这种教学模式，从教师、学生、教学中介三个方面探究分层教学模式对高中英语教学产

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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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１日，观摩某中学教学开放日。该校的英语课程实行分层次教学，即：按照英语成绩

划分Ａ、Ｂ、Ｃ三个层次，每个层次还会细分三个等级，Ａ等级（Ａ１、Ａ２、Ａ３），Ｂ等级（Ｂ１、Ｂ２、Ｂ３），Ｃ等级

（Ｃ１、Ｃ２、Ｃ３）。笔者观摩了Ａ１教学班的英语课堂，整个课堂以学生为主体，学生以小组形式展示团队

合作的内容，全英语交流。教师在课堂当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适时进行纠正和补充说明。该课充分调

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教师的教学热情与极具亲和力的面

容，感染着每一个学生。教师随堂笔记突显出教师的认真、细致，注重课堂的反思。Ａ３班的教学模式相

对Ａ１班有些不同，Ａ１班全程英语教学，以小组合作形式展示教学内容，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Ａ３

班跟传统的教学模式比较接近，更多的是教师教，学生学。从 Ａ３班就可以得知靠后层次英语班的课程

授课模式，靠后班级英语的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就有待探究。

１　分层次教学的概念与理论依据
所谓分层教学法，就是教师充分考虑到学生中存在的差异，综合考虑学生的智力、非智力等因素，运

用模糊学方法，把全班学生分为短期性的（即处于发展变化状态而短期内又相对稳定）Ａ、Ｂ、Ｃ三个层

次，并依据群体学生的差异，制 定 分 层 教学目标、设计分层 教 案、采 取 分 层 施 教、进行分层评价。

分层教学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接受能力，教师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的主要理论依

据有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前苏联教学论专家巴班

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２　分层次教学的要素
分层教学模式是否可行，是否有成效，涉及教育三要素（教师、学生、教育中介），教师的专业素养，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６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彭玉明（１９８９－），女，湖南湘乡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学生的学习动机、兴趣、能力等，教育中介都是分层教学得以顺利开展和获得效果的重要因素。

２．１　教师必备的能力和素养
新课改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充当引导者的身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

积极参与性。分层教学模式在适应新课改的同时，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这对教师

素养则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一，英语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这是作为教师必须具备的首

要因素。第二，英语教师应该具备多样的教学技能，对课堂进行有效的引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根

据学生的年龄、学段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教学技能，高效完成教学目标；第三，英语教师应该具备丰富的教

学经验，教师在不断实践中能够抓住和把握要领，对学生与课程的了解与掌握能更好的促进有效教学的

形成。第四，教师必须掌握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便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进行针对性的

教育。第五，英语教师的综合素养，正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技能业务各有钻研与擅长，一名

优秀的教师必须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求知欲，教师的知识和技能全面和丰富，教育出来的学生才会有活

力和创造力。第六，英语教师具备优秀的个人品质和教育教学态度。如对教育的热爱以及对学生充满

爱心与耐心。笔者认为这是教师做好工作特别需要的品质，当代优秀教师如李镇西、魏书生等在从教过

程中突出强调“爱心”，教育当中处处充满爱心，让学生备受关怀和感到温暖，对有效教学具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

２．２　学生必备的素质与态度
学生作为教育主体，整个教学设计是为了让学生获得知识和成长，学生在分层次教学模式下应该有

如下要求：第一，学习动机，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和作用；第二，学习态度，知识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明白知

识的获取是靠一步一步学习而来，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第三，学习心态，切忌有急于求成和走捷径的

心态，对于成败能很好的进行自我调节。第四，智力水平———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虽说“非智力因素

决定终身成就”［１］，但智力因素不容忽视。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做到扬长避短发挥自

身才干。第五，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最贴切的诠释了其在学习中的影响之大。第六，学习方

法，俗语“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恰当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习同样讲究方法的运用。

３　分层教学中的问题与反思
分层教学特别注重“因材施教”原则，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办法。分层教学在实践过

程中的效果比较突出，但也存在不足。

３．１　教师教学效果不良
现行分层教学中，部分教师虽深谙“因材施教”“一视同仁”等教学之道，但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切

实做到。教学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一是部分教育层次靠后的教师缺乏必要的教学激情和创新，呈现出不

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感，对学生缺乏耐心和爱心；二是部分教师注重的是学生成绩的好坏，缺乏对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调查结果显示：优秀教师教育优秀学生，形成的是优秀教师变得更优秀，优秀学

生变得更优秀，反之亦然。普通教师因为受到的关注少和压力小等原因，对自身教学要求没那么苛刻和

严格，学生也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３．２　学生学习结果不佳
分层教学是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相当的学生在同一个班级学习，可

以照顾到每一个同学，方便教师掌控进度。层次靠后班级的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普遍偏低，部分学

生“破罐子破摔”，严重则演变成厌学。究其原因有学生的学习动机不明确，兴趣不浓厚，换言之是他们

没有端正自身的学习心态和不知道如何调整。当前部分学生的抗压和抗挫能力并不乐观，心理承受能

力有待加强，心理素质提升的空间很大。其次是学习方法不恰当，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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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分层教学的提升对策
４．１　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第一，教师除了具备必要的基本素养外，一定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幸福感。

第二，要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每门具体科目的教学中，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备健康的心理。

第三，在教学过程中要逐步培养学生良好的自主学习态度。第四，教师应不断提升自身修养和能力，接

触新知识和新科技，开阔视野，熟练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第五，教师对学生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

心，努力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减轻学生学业压力和心理负担。第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注

重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七，教学内容贴近生活，教学内容生活化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第八，教师

对“教书育人”合理与正确的理解，教书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教书育人”中的育人即教育学生如

何为人处世，其旨在告诉学生做人与学习能力同等重要。假如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偏弱，可以加强做

人这一方面的发展。充分挖掘学生的闪光点并且有效放大，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４．２　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检验教学是否有成效，关键看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当引导者，以学生

为主体，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恰当和适时的引导。从学生自身角度出发：第一，深刻认识读书的重要性和

实用性，“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

善变”［２］，对于寒门学子可以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拥有丰富的学识可以找到更好、更高的平台发

挥自己的才干。第二，明确学习动机，知道和了解学习是为了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学生的学习动机

强烈，就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取自身需求。第三，树立健康的学习心态，学习知

识固然重要，但考试成绩的高低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健康的学习心态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患

得患失在学习中是大忌。第四，努力提升学习兴趣，这就要求学生认真听取老师的建议，合理安排时间，

在不断掌握知识的过程中提升对学习的兴趣。第五，合理自我认知，让学生了解自己的闪光点与长处，

学科成绩不理想并不会被全盘否定，读书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我，不要把学习当作累赘和负担。第六，

选择正确的学习方法，享受学习过程。

５　结语
分层次教学必须综合考虑各种要素，适时改进策略以实现教学目标。学校应该充分调动教师的教

学热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学校的硬件设备，为分层教学提供物力、人力、财力的支持，以促进分

层教学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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