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分层教学
分层教学就是教师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和潜力

倾向把学生科学地分成几组各自水平相近的群体并区别对待，
这些群体在教师恰当的分层策略和相互作用中得到最好的发展
和提高。
二、在培智美术中运用分层教学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这项教学原则得以继承和发扬，已成为中国教育
的优良传统。在普通学校中分层教学已经被广泛的推行起来，
在培智学校，我们更需要有效地利用起这一教学原则，因为我们
面对的学生群体更为复杂，层次性更为突出。近几年来，培智学
生的类型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重，生源已经从原来的自闭症、
唐氏综合征、智力低下这些简单类型慢慢转变为重中度残障儿
童以及多种类型混合的残障儿童，这些差异巨大的儿童有可能
会因为入学时间相同而被分在相同的班级中，倘若不好好利用
这一原则，班级中这些学生将得不到有效发展。

下面，就以作者所教授的《大鱼吃小鱼》一课为例，简单地阐
述在培智美术教学中应如何利用分层教学策略进行教学。
三、在课堂中开展分层教学
1.教学对象进行分层

这节课的教学对象是学校培智部七年级的学生，这个班级
的学生整体认知水平还不错，了解一些基本的美术知识，例如颜
色、图形的名称，但同时，这个班级学生的残障类型也比较复杂。
了解了这个班级教学对象的整体情况之后，就能根据他们的综
合能力进行比较、进行分层。在本节课中，我将该班的学生分为
A、B、C三个层次，把学习能力较好、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绘画能
力，并且能够独立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的学生定为A类；把有一
定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但需要老师的指导，能够半独立地完
成任务的学生定为B类；把学习能力较差、大部分的时候都需要
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的学生定为C类。

对教学对象的分层有助于老师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教
学，同时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能力，对每个教学环节进行合理的
预设，在后期的作业环节也能把有利的时间分配到需要帮助的
孩子身上，同时也能将每个学生放到适合的层次，让他们都处于

“最近发展区”。
2.教学目标进行分层

作为老师，在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时，应考虑到各个层次学
生存在的差异，并进行具体的分割和细化。例如，笔者将本课的
教学目标分为三个大目标，再由这三个大目标发展出有针对性
的小目标：（1）知识目标：A类生能够了解鱼和海洋的关系、了解
鱼的食物链关系，并且能够通过图片分析和说出鱼的基本结构。
B类生能认识并说出鱼各部分的名称就可以了。C类生则是在
老师的指引下说出鱼各部分的名称。（2）技能目标：A类生能够
发挥想象力，运用线条和色彩画出美丽的鱼，并独立完成作业。
B类生挑选自己喜欢的鱼形，辨认出不同的大小，并在鱼形中添
画出美丽的花纹。C类生能在老师剪好鱼形中，辨认出不同的
大小并进行涂色。（3）这节课中的情感目标是统一的，即感受色
彩的美感，懂得珍珍惜自然，培养良好的环保意识。
3.教学问题进行分层

在这节课中，笔者有意将问题进行分层。例如：“这些小鱼
还不够漂亮，大家想想看，怎么样使它们变得更美丽呢？”这个问
题如果让普通孩子回答没有问题，他们会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
想象，获得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对于培智学生来说，这个问题
是有一定难度的，他们可能一下子回答不到老师问的点子上，这
个时候老师就需要对问题进行分解，一步一步引导学生思考继
而获得最终的答案。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让学生知道，想
要把鱼画得更漂亮，我们可以通过画上美丽的花纹、涂上漂亮的
颜色这两种方法来达到。那么在引导的过程中，可以将问题分
成两个方面进行引导——花纹和颜色。（1）首先让学生观察图片
中的小鱼，说说看到了什么样的花纹？老师总结学生看到的花
纹样式。（2）再请学生观察图片，提问，还看到小鱼身上有哪些漂
亮的颜色？继而老师总结运用颜色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分层引
导，学生就知道通过花纹和颜色使小鱼变漂亮的方法。另一方
面，对于一些刻板的学生，像自闭症患儿，通过这样一段时间的
引导，也能够慢慢去接受老师最后总结出的方法。

问题的分层策略，对于培智学生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益
处，就是照顾到每个孩子的发展区，使每个孩子都能在课堂上获
得自信。就拿刚才提问题来说，如果老师让学生直接进行回答，
回答问题的学生可能只局限于A类学生，B、C类的学生基本上
是回答不上来的，那么这些孩子就获得不到成就感和老师激励
反馈，从而导致他们在下面的学习中提不起兴趣。反过来老师
如果进行分层提问，那么就能让B、C类的学生获得回答的机会，
他们就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信，也能够让课堂的参与率大大
提高，最后让每个孩子乐于参与到美术作业中。
4.作业评价进行分层

在《培智美术课程标准中》还指出教师应该“按照个别化教
育计划，有效实施差异性评价，建立目标多元、方法多样的评价
体系。”评价与总结是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培智美术教
学中同样需要注意这一点，给出个性化的评价与总结，尊重学生
的个体差异。每位学生均为不同的个体，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
中对学生进行仔细的观察，发现每个人的不同学习状态，对比之
前那学习状态，给予学生更加客观的评价，并引导学生完善自
我、提升美术素养。我认为在总结评价时，老师不仅要表扬学生
进步的地方，还应该针对每个人的作品，提出改进的建议和方
法，引导学生认识正确的美术学习方法和创作思路，尽量拉近学
生之间的绘画差距。

综上所述，是作者在培智美术教学中对于分层教学的一些
浅显看法，总的来说，教师应该对每节课都做好个性化的教学设
计，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给出个性化的评价与总结，从而
在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最终达到提
高学生美术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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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教学法在培智美术中的应用与研究
——以《大鱼吃小鱼》一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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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作者以自身教学经验为出发点，以《大鱼吃小鱼》一课为例，阐述在培智美术教学中开展分层教学的方法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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