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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學科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生多樣性在學習上出現的個別差異

興趣動機（外在、內在）

反應、專注力、表達力、記憶力

速度、進度

方法、策略

課堂活動表現、習作表現、考試測驗成績

知識、技能、態度

多元智能

其它

1.課程內容上的變異

3.評估方法上的變異

2.教學方法上的變異



環形跑道的相遇問題：某
體育場的環形跑道長400m，
佳明和爸爸二人在跑道上
練習跑步,已知佳明的速度
為10m/min,爸爸的速度為
16m/min,在兩人同時從同
一地點同向出發,經過多長
時間兩人才能再次相遇？
相遇時佳明和爸爸跑過的
路程各是多少？

思維視覺化

興趣動機（外在、內在）
反應、專注力、表達力、記憶力
----教學的生活化、多樣化

教學方法



通過動手活動，於真實情境思考抽象
的問題

如何切割圖形是一個
難點，也是一個重點

培養數學核心素養

教學方法: 生活化、多樣化、數學化



• 與生活聯繫，激發學習興趣
• 以表格形式培養學生觀察規律的抽象能力

教學方法: 生活化、多樣化、數學化



運用圖形和動
手活動

4，10，16，24………教學方法: 生活化、多樣化、數學化



層次豐富的習題，面向不同基礎的學生課程內容：層次化



層次豐富的習題，面
向不同基礎的學生

課程內容：層次化



“在電子學習中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

課程內容：
層次化



教學評價



一.制定不同學習目標

二.豐富的課堂提問

三.因人而異的學法指導

四.不同層次的作業設計

五.語言豐富的課後評價



能力較弱學生 水準一般 資優學生

制定不同
學習目標

以教學“全等三角形的判定”為例

能夠熟練掌握全等三角形的判
定方法。

可以準確、靈活地運用三角形全等的判
定方法解決問題。

通過變式練習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訓練解題的嚴謹性

豐富的
課堂提問

以教學“角平分線的性質”為例

你知道什麼是角的平分線嗎？ 不借助任何工具，請將一張用紙片做的
角分成兩個相等的角。你有何方法？

若上述問題中，將紙片換成木板、鋼
板等沒法對折的材料，我們又該如何
操作呢？

因人而異的
學法指導

以引導學生在課堂自主學習的要求為例

弄懂教材，牢牢記住教材中的
重要知識點，並對例題進行反
復分析與研究。

基于教材中的相關知識進行發散性思考。 教師提出一些較難問題讓其解决；學
生積極向教師提出問題，教師予以及
時有效的指導。

不同層次的
作業設計

以教學“一次函數”概念爲例

請認真記憶軸對稱的定義，並
總結歸納軸對稱的基本性質與
特點。

利用課餘時間設計製作一些軸對稱圖形，
並說一說這些圖形為什麼可以判定為軸
對稱圖形。

利用課餘時間設計製作一些軸對稱圖
形，並說一說這些圖形為什麼可以判
定為軸對稱圖形。

語言豐富的
課後評價

以評價語言為例

最近的表現很好，上課越來越
專注。希望再接再厲，在數學
學習上取得更大進步。

最近非常努力，相信只要繼續努力，你
定會有更多收穫。

學習有自己的方法，成績始終名列前
茅，希望戒驕戒躁，繼續保持，爭取
更上一層樓。



例如綫段的垂直平分綫：

C 層 （要求全對）——記住綫段的垂直平分綫的定理和逆定理

B 層（要求全做）——應用綫段的垂直平分綫的定理和逆定理進行基本的論證

A 層（可以選做）——應用綫段的垂直平分綫的定理和逆定理進行較複雜的論證

對C層的學生：

能掌握主要的
知識，學習基
本的方法，培
養基本的能力

對B層的學生：

能熟練掌握基
本知識，靈活
運用基本方法，
發展理解能力
和思維能力

對A層的學生：

能深刻理解基
礎知識，靈活
運用知識，培
養學生的創造
力和創新精神，
發展學生的個

性特

制定不同目標：目標定位要準確



C層的學生：
簡單的問題

B層的學生：
適中的問題

A層的學生：
有思維難度的問

題

明確提問的目的 設置問題有計劃，不能隨意提問

把握提問時機 提問要貫穿教學的始終

（課前預習前置提問，課中學習針對性提問，課後回饋提問）

（提問于學生疑惑處，教學環節關鍵處，學生思維轉折處）

避免陷入提問誤 要照顧學生“最近發展區”

（研究學生，察言觀色，目中有生）

豐富的課堂提問

制定不同目標：目標實踐要明確



在課堂提問中照顧學生多樣性

讓獨立回
答與適度
競爭相結
合，讓更
多學生有
參與討論
的機會

獨立
回答

印象深刻利
於各自深入
思考

一味獨立思考回答，課堂
氣氛單調，缺少生氣

齊聲
作答

課堂氛圍濃
厚

會使反應遲緩的學生失去
思考的機會，産生依賴性，
處于被動地位

教師設置一些較深層次的問題，采取搶答方式，
會使學生積極思考，形成相互競爭的態勢

豐富的課堂提問

師生角色互換
提倡人人參與
促進思維發展

鼓勵學生提問，
培養語言表達
等能力與自信心，
培養發現幷提出問題，
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

制定不同目標：目標實踐要明確



課前的問題設計——高階思維產生的著力點

基礎問題+核心問題

課中的方法策略——高階思維產生的關鍵環節
1 問之有據
2 問之有物
3 問之有序
4 問之有趣

課後的歸納反思——高階思維發展的不竭動力

在課堂提問中照顧學生多樣性豐富的課堂提問

制定不同目標：目標實踐要明確



制定不同目標：目標達成要高

C層的題目側重
于基礎知識和基
本概念，以基礎

題爲主

B層的題目側重
對本節課知識的
理解和運用，難

度不要大

A層題目側重於
知識的運用和拓
展，以訓練學生
的思維能力爲主

以達標檢測
爲例

題目設計要“精”，不求面面俱到，數量要適中，難度要適宜；
檢測形式多樣化，以書面檢測爲主，也可選擇口頭表達、動手操作、課堂表
演等……
按照不同層次學生的實際，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習題設計要體現層次性。

教師及時巡視指導檢查完成情况；
教師面批面改；
同學自己分析錯因是什麽；
請小組成員互評價；
組內展開討論，全班交流；
教師組織學生找出共性問題與個性問題；
可根據課堂剩餘時間和錯誤內容，適當、適量讓學生班表達；教師根據錯誤
的原因和學生，確定課後輔導的重難點和方法……



制定不同目標：目標的評價要真誠

對C層的學生采
用表揚性評價，
尋找其閃光點，
及時肯定他們的
每一點進步，喚
起他們對學習的
興趣，培養他們
對學習的自信心

對B層的學生采
取激勵性評價，
既揭示不足又指
明努力方向，促
使他們積極向上

對A層的學生采
用競爭性評價，
堅持高標準，嚴
要求，促使他們
更加嚴謹、謙虛，
不斷超越自已

評價的方式
應多樣

提問後的表揚，板演後的肯定，表演後的掌聲……
以鼓勵爲主，肯定成績，增强自信，善于欣賞，激發興趣。

教師應該以真誠的心態、發展的眼光看待學生的每一點進步，幫助學生快樂的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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