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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单元检测分层设计方法探析

霍佰燕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第二中学�宁夏�中卫�755299

摘�要：当前，分层设计教学法在教育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方法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划分为不同

的层次，并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和策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基于此，本文以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教

材为例，首先介绍了分层设计教学法的内涵，随后阐述了初中数学单元检测分层设计原则，为本文奠定基础，最后提

出了一系列初中数学单元检测分层设计方法，以帮助初中数学教师更好地了解和运用分层设计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好

的教学和评估方式，促进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自信心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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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是学生数学学习的重要阶段，也是他们数

学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由于学生能力水平的不

同，教师往往难以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分层设计

教学法是一种针对不同学生需求而进行的个性化教学方

式。通过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层次，并制定相应的教学目

标和策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进

他们的学习和发展。因此，探析初中数学单元检测分层

设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1��分层设计教学法的内涵

分层设计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旨

在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兴趣和学习目标，将教学内容划

分为不同的层次，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该

教学法的核心理念是将教学内容进行分层设计，使学生在

适当的层次上进行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动力。

分层设计教学法基于认知理论和学习心理学的相关

研究成果。根据认知负荷理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认

知负荷应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以避免过度负荷导致学

习困难。因此，分层设计教学法通过将教学内容分解为

不同层次，使每个层次的学习任务都能够符合学生的认

知能力，从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提高学习效率。

分层设计教学法具有许多优势，该教学法能够更好

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动力。

通过将教学内容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学习能力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任务，从而更好

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该教学法通过将教学内容分解为不

同层次，使每个层次的学习任务都能够符合学生的认知

能力，从而避免了学生因为学习内容过于复杂而产生学

习困难的情况[1]。

2��初中数学单元检测分层设计原则

第一，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分层设计。在初中

数学单元检测的分层设计中，首先需要考虑学生的个体

差异和学习能力。不同学生的学习水平、学习风格和认

知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进行分层设计[2]。

第二，确保测试内容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初中数学

单元检测的分层设计还应该考虑测试内容的全面性和多

样性。测试内容应涵盖教材中的主要知识点和技能，并

覆盖各个难度层次的题目。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

设置不同难度的题目，以适应他们的学习水平和理解程

度。同时，测试内容还可以包括不同类型的题目，如选

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和应用题等，以提高学生的综合

运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可以加入一些拓

展性的题目，鼓励学生进行思考和探索，培养他们的思

维能力和创新能力[3]。

第三，合理安排测试时间和形式。在初中数学单元

检测的分层设计中，还需要合理安排测试时间和形式。

测试时间应根据测试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学生的实际能力

来确定，既要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测试，又不能

过长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4]。

3��初中数学单元检测分层设计方法探析

3.1  试题难度分层
试题难度分层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通过合理的试题难度分

层，可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试题难度分层要覆盖各个

知识点和能力要求，不能只侧重于某一方面的考查，确保

学生能够全面掌握知识和技能。试题难度应从简单到复杂

逐渐增加，使学生逐步适应高难度试题，提高他们的解题

能力和思维水平。试题难度分层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灵活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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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北师大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下册第四章《三

角形》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学计划，

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确定每个知识点和能

力的考查范围和难度层次。可以通过分析教材中的例题

和习题来了解每个知识点的难度，并结合教师的教学经

验和观察，确定适合学生的题目。针对同一知识点或能

力要求，设计不同难度层次的试题。可以采用不同的题

目类型，如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等，让学生在解题

过程中逐步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解题技巧。在试题难

度分层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对于

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适当加入一些更高层次的试

题，以提高他们的挑战性和学习动力；对于学习能力较

弱的学生，可以适当降低试题难度，以帮助他们建立自

信心和提高学习效果。比如对于基础题、中等题、难题

来说，在基础题中，主要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掌握情况，难度较低。可以设计：

（1）判断题：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
（2）选择题：一个三角形的两个角度数分别为30°、

60°，那么这个三角形是（�）
A.等边三角形��B.等腰三角形��C.直角三角形��

D.等腰直角三角形
（3）填空题：三角形的一个内角是35°，另外两个内

角的和是_________。
中等题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简单应用能力，难

度适中。例如，在“三角形”单元检测中，可以设计如

下中等题：

（1）判断题：等边三角形的两个内角相等。（�）
（2）选择题：在△ABC中，∠A = 40°，∠B = 50°，

则∠C =（�）
A.30° B.60° C.90° D.120°
（3）填空题：在△ABC中，∠A = 30°，∠B = 40°，

则∠C =_________。
难题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和综合解决问题能

力，难度较大。因此，可以设计：

解答题：在△ABC中，∠A = 36°，∠B = 54°，AD是
高。求∠C和BD的长。
这样，保持难度梯度，控制难度比例，从而实现检

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2  题型多样分层
题型多样分层通过对题型的多样化和分层设置，旨

在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兴

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不同能力水平

和学科要求，设计不同类型的题目。这些题型可以包括

比赛类、购物类等多种形式。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题目类

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题型的难度也可

以有所不同，以适应学生的不同学习水平[6]。

以北师大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上册第五章《一元一次

方程》为例，教师可以通过提出一个购物类的实际问题

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例如：“小明去了一家书

店，他看中了一本书，原价是60元。但是书店正在进行
促销活动，所有书籍打8折出售。那么，这本书的实际价
格是多少呢？”在这个例子中，已知条件是书的原价和

折扣信息，未知量是书的实际价格。然后教师指导学生

将已知条件转化为数学表达式。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用

x表示书的原价，用0.8x表示打折后的价格。因此，可以
建立如下方程：0.8x = 60，将方程两边同时除以0.8，得
到x的值：x = 60/0.8 = 75。所以，这本书的实际价格是
75元。对于比赛类题目，可以举例如“甲、乙两班进行
拔河比赛，各派10名队员参赛。比赛开始后，甲班队员
平均用力，乙班队员中有5人用力，另外5人未用力。已
知每名甲班队员的拉力为600N，每名乙班队员的拉力为
500N，请问哪班最终获胜？”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题目类
型的学习支持，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

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兴趣。同时，结合实际生活例子进行

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将数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增

强他们的实际应用能力。

3.3  解题策略分层
解题策略分层是指根据学生的不同能力水平、学习

习惯和思维方式，将解题方法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以便

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解题策略分层可以帮助学生从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地

掌握数学知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例如，在讲解完北师大版初中数学八年级下册第四

章《因式分解》之后，针对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可以

采用直接教授法。教师可以通过讲解和示范的方式，

向学生介绍因式分解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包括提公因式

法和公式法等。例如，教师可以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对于方程2x²-7x+3 = 0，我们可以使用提公因式法将其
分解为（2x-1）（x-3）”。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
可以直接掌握基本的因式分解方法；针对学习能力较强

的学生，可以采用引导探究法。教师可以通过提出一些

开放性的问题或者让学生自主探究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思

考和解决因式分解问题。例如，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个问

题：“对于方程x²-5x+6 = 0，你能想到哪些分解因式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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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生可以通过自主思考和讨论，尝试不同的方法

来解答问题。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培养自己

的数学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学习能力较弱

的学生，可以采用分组合作法。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小

组，让每个小组共同完成一道因式分解的例题。在小组

合作的过程中，学生可以相互讨论、互相帮助，共同解

决难题。例如，教师可以给每个小组一个题目：“对于

方程x²-9x+14 = 0，请你们利用提公因式法和公式法分别
进行分解。”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在合作中

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提高他们的解题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

3.4  知识点分布分层
知识点分布分层是指在初中数学单元检测中，根据

知识点的逻辑关系和难易程度，将题目分成不同的层

次，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考查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这种分层设计方法有利于提高检测的有效性，帮助教师

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而调整教学策略。

在北师大版初中数学九年级下册第一章《直角三角

形的边角关系》教学后，教师可以讲知识点分为三个层

次——基础层、综合层、拓展层。基础层次的题目主

要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公式和定理的掌握情况。这类

题目通常比较简单，要求学生能够准确理解和运用基础

知识。例如，学生需要知道正弦函数是对边与斜边的比

值，余弦函数是邻边与斜边的比值，正切函数是对边与

邻边的比值等；综合层的题目要求学生能够将多个基础

知识点结合起来解决问题。这类题目具有一定的综合

性和难度，可以考查学生对知识点的融会贯通能力。

比如，已知直角三角形的两个角分别为α和β，且cosα�=�
√3/2，sinβ = √2/2，求这个直角三角形的第三个角γ；
拓展知识点这一层次的题目主要针对学习能力较强的学

生，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较为复杂的问

题，或者解决一些与实际生活相关的问题。这类题目具

有一定的挑战性，可以考查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应用

能力。例如，某幢大楼有12层，每层高3m。在某次地
震中，大楼的顶层向左偏移了30cm，底层向右偏移了
60cm。求这次地震中大楼的倾斜程度。（提示：用三角
函数表示偏移程度）。这样一来，教师可以比较准确地

了解学生对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的掌握情况，并针对

性地调整教学方法和策略。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分层设计教学法是一种基于学生差异的

教学方法，旨在满足不同学习能力和需求的学生。在初

中数学单元检测中，分层设计原则包括根据学生的学

习能力进行分层、确保测试内容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合

理安排测试时间和形式等。在初中数学单元检测中，试

题难度分层、题型多样分层、解题策略分层、知识点分

布分层等分层设计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

心，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和进度，培养学

生灵活的解题能力和数学思维，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雷春兰.浅谈“双减”背景下初中数学作业分层设
计的策略[J].试题与研究,2023,(36):22-24.

[2]丁颖.作业分层，推动“双减”有效落地——“双
减”背景下初中数学分层作业的实践策略[J].试题与研
究,2023,(35):16-18.

[3]阮萍扬.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J].
学周刊,2023,(29):61-63.

[4]王景.信息技术在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中的有效运
用[J].学周刊,2023,(05):60-62.

[5]林慧赞.分层教学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实践
[J].理科爱好者,2022,(06):105-107.

[6]邱守臣.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单元检测研究[J].天天
爱科学(教育前沿),2019,(0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