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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86_E5_B1_82_E6_c64_157154.htm 今秋开学后，深圳市

罗湖区翠园中学初一新生因为“分班”坐进了不同的课堂。

近800名初一新生被分为8个重点班和7个平行班，重点班还被

细分为“数学特长班”、“英语特长班”和“普通重点班”

。如此分班立即引来质疑。有人说，这违背了义务教育法有

关学校不得设重点班的规定。校方则回应说，义务教育法也

要求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并因材施教， 目前，有关“变相分

班”和“因材施教”的争执正在教师、家长、专家乃至更广

的范围展开。 社会舆论褒贬不一 分层编班招致利弊之争 翠园

中学副校长陈建宁解释说，由于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在同一

个课堂里，有的学生“吃不饱”、有的学生“吃不消”是不

争的事实。于是，翠园中学根据罗湖区今年小学毕业生的相

关信息，将学生分为两个大层次，由电脑随机排列，分别编

成8个班和7个班。 他进一步说，分层编班“并非分设重点班

和非重点班”。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突出问题是“教育

不公”，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向“重点班”倾斜，但翠园

中学的分层编班不仅矫正了过去的倾斜，“更主张越是基础

较差的学生越要配备有经验的老师”。分层编班后，学校将

对两大层次的班级在教师备课、讲授、布置作业、辅导等环

节上有所区别、各有侧重。 据悉，针对学生不同情况采用不

同教学方法的“分层教学”，是国外和我国教育界近年都颇

为关注的热点之一。日本的初中学校尽管班额小，但数学、

英语课程仍按学生志愿分为高、低两个层次教学；上海晋元



中学和山东潍坊30多所中学对部分科目分为不同层次授课、

实行“走班”教学，受到学生欢迎。 翠园中学的“分层教学

”引起了教师和家长们的热议。在该校，教师的意见也有褒

有贬。英语教师钟丽娟任课的两个班整体水平相差悬殊。她

说，给程度较好的班上课，她注重英语能力的培养；面对程

度稍差的班，她反复加强英语的基础性教学，“分层编班会

让老师按不同的教学目标、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她的一

位同事却认为，所谓的“分层教学”，只不过是“冠冕堂皇

地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家长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位

学生家长认为，“分层教学”利大于弊；另一位家长却认为

，“分层教学”让孩子年幼时就意识到等级上的区别，小小

年纪就在心理上感受歧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区分“

吃不饱”和“吃不消” “教育均衡”有待科学解读 中央教育

科学研究所课程教学部主任高峡说，过去学校分设重点班和

非重点班，实质是教育的不均衡。而对翠园中学“分层编班

”、“分层教学”的争议，焦点也集中在“教育均衡”上。 

有专家说，采用“齐头并进”的教学方式，同一课堂里有的

学生“吃不饱”，有的学生则“吃不消”，其实是最大的“

教育不均衡”；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涂艳国认为，将

相近水平的学生适度集中，有利于达到教育效果最大化，“

分层教学”模式符合中国国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