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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检验物理分层教学的策略的推广性，证明分层教学是提高学生成绩最适合的方式，从K市H中学高一

年级的实验班、重点班、普通班三种层次的班级进行抽样，通过对比实验研究，发现分层教学效果优于

混合教学，学生对分层教学的接受度更高，更能让教师提高对学生的关注度，因此分层教学才是最适合

学生学习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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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est the popularization of physics layered teaching strategy and prove that layered 
teaching is the most suitable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achievement, sampling from the experi-
mental class, key class and ordinary class of Grade One in H Middle School, K City, through com-
parative experiment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stratified teaching is better than that 
of mixed teaching, students have higher acceptance of stratified teaching, and teachers can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 Therefore, stratified teaching is the most suitable teaching mode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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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层教学 

1.1. 教育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学习者是意义的建构者。学习者的自主性是学

习过程的关键，教学过程应注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者的知识建构在合理的自主学习活动中才能更加

完善。教师应激发学生原有的相关知识经验，让学生在学习活动当中找到建构新知识的情景。建构主义

的基本理念为分层教学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的现有水平和已有的潜在水平之间的差异称为

最近发展区。承认两者的差异，将近期的开发区域转变为现有的开发水平，并不断提高，帮助学生取得

进步。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在基础、能力、学习方式、兴趣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学生学习的差异是

客观存在的。 
因材施教理论是在教学过程中，以知识基础、学习能力、个人特长和学习动力等因素为依据，针对

学生的个性差异进行个性化教育，使得教育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益最大化。这种个性化的教育模式须

依靠分层教学这一新的教学模式来实现。分层教学也承认学生差异，建立在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注重学

生的差异性特点，为学生创设合适的学习环境和教育环境。  

1.2. 分层教学的目的及意义 

1.2.1. 目的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教师除了注重学生在日常学习物理的差异性和

物理成绩的差异性，还要综合考虑学生这一差异性，探索适合不同学生学习的实际教学策略。教学整体

设计应符合最近发展区，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体会到物理学习的乐趣。 

1.2.2. 意义 
1) 高中物理分层教学的实施能够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作业的分层设置将作业题分成基础题、中等

题和压轴题三类，使后进生通过努力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并使学生对完成所选择的作业提出更高的要

求，避免做一些简单重复的作业，增加他们的学习负担。 
2) 高中物理实施分层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合作学习小组的成员可以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时，可以借助

头脑风暴的方法，不仅及时解决了困难，而且促进了同龄人之间的共同进步。同时，每个学生都会尽最

大努力来学习，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实施高中物理学科分层教学有利于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教师了解学生实际情况的同时，学生感

觉到被关心和理解，师生之间交流机会也明显增多，促进教学相长，师生关系更加和谐，为分层教学的

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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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物理分层教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分层教学对教师的教学过程提出了新的目

标，为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本身，需要具备综合性的知识理论基础。因此，教师在备课时需要投入

更大的精力，接受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努力提高组织协调与随机应变的能力，这有利于教师的教学

能力的全面提升。 

2. 实验研究设计  

2.1. 实验目的 

本次实验为期两个月，针对三类完全不同层次的学生，加上一类混合班级，针对同样的物理内容进

行授课，教学的内容贯穿了能量守恒的内容。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检验物理分层教学的策略的推广性[1] [2]，
证明分层教学是以最适合的方式来提高学生成绩。 

2.2. 实验对象 

从 K 市 H 中学高一年级的实验班、重点班、普通班这三种层次的班级中，每种层次随机抽取两个班，

每班 40 人，共抽取 240 人。其中，实验班目标是冲刺清华北大，重点班培养进入 985、211 等名校的学

生，普通班目标双一流高校。 

2.3. 实验方法 

采用对比实验的方法，随机抽取实验班、重点班、普通班每个班各挑出 10 人，共 60 名学生，然后

将他们随机整合成两个班，将人数减少后的实验班称作 A、重点班称作 B、普通班称作 C、混合班级称

作 D [3] [4] [5]，然后对这四种情况不同的班级进行两个月的物理授课(图 1)。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of comparative experimental classes 
图 1. 对比实验班分类 

 
由于不能改动整个年级的学习进度和长期保持的习惯，我们仍旧采用全校各个老师教授自己的班级。

作为为期两个月的授课，由有经验的老教师利用每天晚上三节晚自习，进行两个混合班的物理授课，白

天 60 位同学在原来的物理正课时间需要到教室上自习从而不影响正常的教学进度。向校领导和各班班主

任介绍了本次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后，他们也同意了分层教学实施计划。经过各位老师的进度安排，A 类

班的授课仍然按照正常计划、进度、内容以及难度进行授课；对 B 类班也按照原来的进度授课，在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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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有梯度；C 类班也是如此。D 类班就要综合各个层次的学生混合授课[6] [7]，既不能太一味追求难度

提升，也不能只讲授一些基础知识，所以就要准备四份备课内容，有知识点的叠加也有不同之处。 

2.4. 实验过程 

1) 在实验之前，了解高一期末考试后学生的物理学习情况。根据期末考试情况，物理学科满分 100
分，A 班平均分 91.5 分，B 班平均分 81 分，C 班平均分 70 分，D 班(混合了三个班学生)平均分 80.7 分。 

2) 通过两个月后的同一试卷测试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一是计算出 A、B、C 三类班的班平均分，

以及 D 班的 A、B、C 三个层次的学生分别再进行平均分的计算，与学生所在的原班进行比较。二是调

查学生的满意度，对原分层和现在混合的学习氛围、进度以及对知识的吸收程度进行比较，并根据实际

情况为教师物理教学提供可行性建议。 

2.5. 实验结果 

抽样调查中混合 D 班同学在原班和现班的满意度：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和优等生对混合班级不满意，

更倾向于原班已分层好的班级；而中间部分的学生对现在班级比较满意。这充分体现分层教学的优势。 

3. 实验研究教学案例 

3.1. 教学案例 1 (A 班题目，难度系数最高，属于压轴题) 

如图为半径为 R 的一个质量不计的圆盘，与地面相垂直，圆心处有一个垂直盘面的光滑水平固定的

轴 O，在盘的最右边缘固定一个质量为 m 的小球 A，在 O 点正下方距离 O 点为
2
r
的地方，换一个质量也

为 m 的小球 B，放开圆盘使其自由转动。求： 
 

 
 

1) 当 A 点转到最低点时，两小球的重力势能之和减少了多少？ 
2) A 球转到最低点时的线速度是多少？ 
3) 在转动过程中，半径 OA 向左偏离，竖直方向的最大角度是多少？ 
分析： 
1) 圆盘释放之后将转动，在转动过程中，A 的重力势能减少，B 的重力势能增加，因此题目问的总

的重力势能减少量。 
所以总的减少量 = A 的减少量 − B 的增加量。 

1
2 2p
rE mgr mg mgr= − =  

2) 设 A 到达最低点时的速度为 v，B 的速度竖直向上 
分析 B 的速度与 A 的速度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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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A、B 固定在同一个圆盘上，所以 A、B 转动时具有相同的角速度。 
又因为 v = wr，wA = wB，rA = 2rB。 
所以 vA = 2vB。 

根据第一问求解，它们的重力势能减少了，而 A 和 B 构成的这个系统机械能守恒。 
既然机械能守恒，它们的重力势能减少了，那么动能增加的量等于减少量。 
由 A、B 系统机械能守恒可知， 

2
21 1 1 1

2 2 2 2
mgr mv m v = +  

 
  

4
5

v gr=   

3) A 在向左摆动时重力势能增加，B 的重力势能继续增加。 
AB 的速度明显要开始减少了，当 A、B 的速度减为 0 时，有最大偏角。 

 

 
 

设最大偏角为 θ。 
那个时候小球 A 速度为 0，B 球速度也为 0，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机械能守恒。 
可用最终状态与第一问状态相比较，也可与最初状态相比较。 
分析发现，开始时 AB 速度为 0，所以只需分析势能。因此选择最开始时候比较。 
从最开始运动到最大偏角时， 
由机械能守恒定律得， 
A 的重力势能减少，动能为 0；B 的重力势能增加，动能也为 0。 
该题可用 A 减少的重力势能等于 B 增加的重力势能。 

cos sin
2 2
r rmgr mgθ θ = + 

 
 

A

B

A

B

θ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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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n
5

θ =   

3arcsin 37
5

θ = =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在整个系统中，对 AB 整个系统而言，应用机械能守恒定律解决，最后处理问

题时有过程的选择。过程的选择很重要，选择最终状态与开始状态比较，只需分析势能，可以简化计算

过程。 

3.2. 教学案例 2 (B 班题目，难度系数中等) 

如图，一个不可伸长的细绳，两端各拴有物体 A 和 B，两物体可视为质点，跨在一截面为半圆形的

半径为 R 的光滑圆柱面上，由图示位置从静止开始释放。求物体 A 到达半圆柱体的顶点 C 时的速度是多

少？(已知物体 A 和 B 的质量之比为 1:2)。 
 

 
 

设 A 的质量为 m，B 的质量为 2m。 
运动过程中，圆弧光滑。当由静止释放后，B 物体的重力大于 A 物体的重力。 
所以，释放之后 B 开始下落，A 开始上升。 
A、B 连接在一起，除了整个系统之外，没有其他力做功了。 
所以 A 和 B 构成的系统机械能守恒。AB 这一个物体在运动过程中，机械能发生变化。 
A、B 均有动能和势能。 
A：上升过程中，重力势能增加，动能增加，单独对 A 而言，机械能不守恒。 
B：下落过程中，重力势能减少，动能增加。 
根据机械能守恒，增加的与减少的应该相等。 
因为 A、B 运动方向都是沿绳的方向，所以 A、B 运动的速度斗鱼绳子运动速度相等， 

A Bv v v= =  

虽然有能量增加与减少，但总的机械能不变，直接用增加的等于减少的。 
所以不需要设具体的零势能面。 
增加的 = 减少的。 

2 21 1 2 2
2 2 2

RmgR mv mv mg+ + =  

A 上升，绳子缩短了
1
4
个圆弧，即 B 下降的高度 

( )12
3

v gRπ−=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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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题属于中等难度题目，对于想要考取名校的 B 班来说，是必须掌握的题型。教师讲授过程注意，

虽然总的机械能不变，但用增加的等于减少的，比机械能守恒定律表达式简单。 

3.3. 教学案例 3 (C 班题目，属基础题型) 

一个质量为 m 的小球，从离地面高度为 H 处静止落下，桌面高度为 h，当小球落到桌面高度时，小

球的速度是多少？ 
 

 
 

首先和学生一起分析，小球在自由落体时只有重力做功，所以小球从 H 落到 h 处的过程，机械能守

恒。设小球速度为 v。 
方法一：设定地面为零势能面 
小球在 H 高度的机械能为 1 1 0k pE E mgH+ = + ； 

小球在 h 高度的机械能为 2
2 2

1
2k pE E mv mgh+ = + ； 

告诉学生因为下落过程机械能守恒，所以小球在 H 处和 h 处的机械能相等； 

由机械能守恒定律得 21
2

mgH mv mgh= + ； 

解出 ( )2v g H h= − 。 
方法二：选定桌面为零势能面 
小球在 H 高度的机械能为 ( )1 1 0k pE E mg H h+ = + − ； 

小球在 h 高度的机械能为 2
2 2

1
2k pE E mv+ = ； 

由机械能守恒定律得 ( ) 21
2

mg H h mv− = ； 

解出 ( )2v g H h= − 。 
该题属于机械能守恒的基础问题，适合 C 班同学掌握。但是，教师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强调零势能面

的选择，不同零势能面下所列的表达式不同。 

4. 实验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为期两个月的跟踪观察，对于几个不同层次的班级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认识。最后，对于这两

个月的学习进行了一次模拟考试，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这几节课的学习内容。 

4.1. 测试结果的成绩分析 

1) 平均分比较(如图 2)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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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mparison of average scores 
图 2. 平均分比较 

 
2) 班级各分数段成绩分布图(如图 3) 

 

 
Figure 3. Layout diagram of each score section 
图 3. 各分数段成绩排布图 

 
3) 对于混合班级 D 班的满意度调查 
抽样人数：60 人，混合了 ABC 三个不同层次的班级，如图 4。 

 

 
Figure 4. Sampling proportion 
图 4. 抽样占比 

4.2. 结果分析 

通过对学生进行两个月的跟踪观察并对成绩进行分析，发现优等生思维比较灵活，单纯讲解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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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概念的方法对他们不适用，反而容易影响思维的发散性，不利于物理兴趣的培养。因此，教师在讲

解基础知识之后，一定要进行拔高和拓展，进行拔高题目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新能力。

对于中等生在巩固基础的同时，也要与题型相结合，并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这部分学生学习认真刻苦，

所以无论在已分层好的班级里还是在混合班级里，他们的学习目标都比较明确。一些接受程度比较慢的

学生，主要掌握的是基础和概念知识，还要注意简单题型的讲解，所以如果在混合班级里容易打击他们

的自信心。若是在层次较接近的学生群体中还可以互相竞争，让学生有动力去接触和培养兴趣。总之，

通过调查发现，在混合班级的各层次学生成绩不太理想，而在已经按吸收程度分层好的班级里学习的学

生，彼此之间互相监督和竞争，对每一位同学来讲都是最适合自身发展的。 
抽样调查反映混合 D 班同学对原班和现班的满意度：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跟不上，思维能力强的学

生觉得太简单，所以两端的学生表现得极其不满意。中间部分的学生认为能跟上学习进度，以优等生为

榜样，但也容易缺乏学习信心，导致学习倦怠。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来讲，混合班级不利于优生的培

养，也不利于调动基础薄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不利于中等生的自信建立。因此，分层教学才是最

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模式。 
通过对学生学习成绩和学生对混合班级的满意度调查分析，充分体现分班分层的重要作用，能为学

生提供更有利的学习环境，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因材施教，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中不断开发思维和

培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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