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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物理学业成绩两极分化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针对高中生物理学业成绩两极分化现象描述性统计分

析研究发现,一是高中生物理学业成绩两极分化存在过度分化现象;二是两极分化现象发展变化过程中存在增长

期、稳定期等关键期;三是物理知识水平整体较弱的班级两极分化现象更为显著.抓住不同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开展班内互助小组、查缺补漏班、教师关注课本后面的“科学漫步”“STS”等环节的有效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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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经验的高中物理教师在教学中常常有这样

的体会:有的学生学习物理越来越轻松,物理学习成

绩也自然越来越好;有的学生学习物理越来越费力,

物理学习成绩与别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最终班内

高分学生多,低分学生也不少,即出现了两极分化现

象.为了进一步方便物理教师了解和认识两极分化

现象,引起物理教师对该现象的关注.本文侧重两极

分化现象、问题的真实直观描述及分析,明确该现象

所存在问题,以期为物理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1 研究实施

虽然我国高中物理课程评价重视学习过程的评

价,然而基于课程标准的考试结果仍是评价的重要

依据.通过分析学业成绩,有利于帮助教育管理者、

教师、学生、家长等了解物理教学情况.本文将基于

物理学业成绩,真实直观描述、分析两极分化现象.
两极分化的界定:鉴于本文收集的是同一团体

不同时间得到的不同测验成绩,需要转换成标准分

数进行比较[1].为此本文选用了差异系数作为比较

量,差异系数为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差异系数数

值越大,表明离散程度越大,差异系数数值越小,表

明离散程度越小[2].根据实际经验和理论上的分析,

选定了两个指标作为衡量班级分化的标准.无分化

指物理学习成绩的差异系数CV<9%,有分化现象

是指物理学习成绩的差异系数CV>20%[3].
研究对象:山东省烟台市某中学2014级全体学

生(745人),该中学2014级共分为12个班级(A类4
个班+B类5个班+C类3个班),收集了2014级全

体学生6次的物理成绩(高一上学期期中、冬季竞

赛、期末以及高一下学期第一次月考、期中、期末).
本文还收集、分析了淄博市某中学2015级全

体学生期中考试成绩(CV=17.21%)、济南市某中

学2014级和2015级全体学生期中考试成绩(2014
级差异系数CV=25.00%,2015级差异系数CV=
23.08%).鉴于篇幅有限,本文以烟台市某中学为

例.
数据统计处理: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将

所有的数据利用Excel软件进行处理.通过Excel软

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了该中学A,B,C
类班级的6次物理考试成绩的平均数、标准差、差异

系数(见表1)和该中学2014级全体学生的6次物理

考试成绩的平均数、标准差、差异系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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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级A,B,C类班级的6次物理成绩

物理考试成绩
高一上学期 高一下学期

期中 竞赛 期末 月考 期中 期末

A类

标准差/分 5.02 15.62 10.71 11.13 13.06 15.88

平均数/分 91.44 71.02 82.09 84.08 84.73 75.18

差异系数/% 5.49 21.99 12.74 13.56 15.41 19.05

B类

标准差/分 8.96 15.21 14.20 18.52 17.53 15.88

平均数/分 85.88 54.01 70.21 67.94 69.92 58.98

差异系数/% 10.43 28.17 20.23 27.26 25.07 26.93

C类

标准差/分 19.47 17.64 14.81 23.47 19.68 15.23

平均数/分 63.41 38.66 46.25 41.15 39.47 37.94

差异系数/% 30.70 45.65 32.01 57.04 49.85 40.13

表2 2014级全校的6次物理成绩

物理考试成绩
高一上学期 高一下学期

期中 竞赛 期末 月考 期中 期末

标准差/分 18.14 20.89 19.63 22.34 24.06 20.80

平均数/分 78.78 55.04 68.98 66.01 67.55 59.36

差异系数/% 23.03 37.96 28.47 33.84 35.62 35.04

  在此基础上,又利用Excel软件对数据处理作

图得到了该中学全校的频数分布图(图1)和全校的

差异系数图(图2).

图1 全校频数分布

图2 全校差异系数

该中学A,B,C类班级平均数图和A,B,C类班

级差异系数图,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A,B,C班的平均数

图4 A,B,C类班的差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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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极分化现象与问题

(1)整体分化情况

现象:图1和图2分别是该中学2014级全体学

生高一上学期期中、竞赛、期末以及高一下学期第一

次月考、期中、期末6次物理学业成绩的频数分布图

和差异系数分布图.
图1中可以看出高一上学期学生成绩初始阶段

近似为正态分布,高一上学期期中阶段为一种负偏

态分布,之后的4个阶段的学业成绩频数分布图开

始有多峰的趋势,到高一下学期期末学业成绩频数

分布图明显有两个峰值.
图2中可以看出,在研究的6次物理学业考试

中,全校的差异系数CV均大于20% 且后一阶段高

达35% 左右.其中竞赛考试是具有一定的区分度,

故图中其差异系数较高是可以解释的.并且在高一

上学期期中至期末增长幅度约6个百分点为增长

期,高一下学期增长幅度较小为稳定期.
问题:在一个群体中理想物理学习成绩应呈现

正态分布,图1中后一阶段呈现的负偏态分布是可

以理解与接受的,该现象表明初入学阶段该校整体

学生物理知识水平较高,但随着物理知识进一步的

学习该校频数分布图出现了多峰.若各次考试成绩

的分布没有呈现正态分布的特点,而是呈现较为平

稳的曲线或多峰曲线,美国教育家卡罗尔认为该学

生群体的成绩较为离散,存在两极分化现象[4].由此

可以表明,随着物理学习的进行该学生群体的成绩

逐渐离散趋于分化.
当物理学习成绩的差异系数CV>20% 时,我

们便认为该群体存在两极分化,由图2可知高中入

学初期两极分化已存在,但经过高一上学期的快速

增长期全校的差异系数在稳定期达到35% 左右,这

进一步解释了图1中多峰的出现.同时,表明了经过

了一段的高中物理学习,两极分化现象较入学初期

更明显.
由此可以判断该校物理学习成绩两极分化现象

较为严重应引起重视.教学者需抓住关键期,采取相

应的有效策略防止物理学习成绩两极分化进一步扩

大.

(2)A类,B类,C类班级分化情况

现象:图3和图4分别是A类,B类,C类班级高

一上学期期中、竞赛、期末以及高一下学期第一次月

考、期中、期末6次物理学业成绩的平均数分布图和

差异系数分布图.
图3中可以看出A类,B类,C类班级在入学时

物理知识水平存在差距,A类班级属于高等水平,B
类班级处于中等水平,C类班级相对较弱.从整个学

年来看A类与B类班级开始阶段平均分数差距在5
分左右,后一阶段两者差距达到了15分左右;A类

与C类班级开始阶段平均分数差距在27分左右,后

一阶段两者差距达到了45分左右.
图4中可以看出高一学年初期A类班级差异系

数CV<9%,B,C类班级的差异系数CV>10%;

中期三类班级差异系数均大幅度增加,C类班级的

差异系数由35% 左右增加最高达到了57% 左右,

A,B类班级的差异系数最高分别为35% 和20%.
问题:班级内整体物理知识水平不同的班级其

班内两极分化程度不同,整体水平越高其分化程度

越低,整体水平较低其分化程度较高.三类班级的两

极分化程度均伴随着物理知识的学习趋于严重,虽

然在高一下半学期略有下降.但是结合图3和4可

知该类班级整体的物理知识水平下降,A和C两类

班级整体水平差距越来越大,这也是大多数物理教

师在教学中深有体会的现象.
图4反映了初期A类班级差异系数CV<9%,

也就是说A类班级是不存在两极分化的,为什么A
类班级的差异系数最高为35%? C类班级的差异系

数最高达到了57% 左右,为什么C类班级两极分化

程度会如此严重?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总之,3类班级的两极分化程度不同、变化不

同、关键期不同,可见影响不同班级两极分化的因素

也会略有不同.因此,要探寻不同班级分化的主要影

响,利用有效的教学策略、教学手段对症下药,预防

教学过程中高中物理两极分化现象的扩大.

3 抑制高中生物理学习成绩两极分化现象的策略

  (1)开展班内互助小组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堂中主要还是以大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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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这种大班教学的课堂教学结构虽有许多优点,

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大班制教学教师会采取统一的

教学目标、教学进度、教学方法、考核要求.如此“划

一教学”方式不顾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沦为

灌输知识的教学[5].在这样的教学管理模式以及课

堂结构的大背景下,所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是难以

杜绝的.
据调查所知,我国高中学校的每个班级人数约

在40人至75人之间,而且每个物理教师所带班级

约在2个至5个班之间.一个物理教师分给每位学

生的精力甚微,教师很难关注到每一位学生,也很难

兼顾到学生之间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结合物理以

实验探究为基础的学科特点,开展班内物理学习互

助小组,学生共同学习、讨论物理问题,启发物理学

习思维.使学生从小组学习中找到学习的乐趣,激发

了学习物理的积极性,提高了物理学习的质量.
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同伴间的相互作用对学

习是最有帮助的,因为同伴在相同基础上,相互间能

形成思维挑战[6].因此,班内互助小组活动有助于学

生在克服物理学习困难过程中形成新的物理思维,

以及科学探究能力的养成.班内互助小组不仅有利

于培养同学之间的友谊之情,而且会减弱学生之间

的差距,是抑制两极分化现象的有效途径.
(2)学校开设查缺补漏班

美国心理学家贝利研究发现人的智力是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变化且智力的整体发展趋势成负加速状

态[7].一个班级的学生大都是同一年龄的,但是接受

同一物理知识水平的能力不同.正如,从图3可以看

到的A,B,C三类班级的物理知识水平是不同的,即

使同一类班级内也有高分学生与低分学生的存在.
面对这种情况,在学校教学进度不变的前提下,我们

可以给物理学习存在障碍的学生“开小灶”.
查缺补漏班目的是给全校各个班级内物理学习

有困难的学生提供查缺补漏的场所,针对物理学习

过程中存在困难、疑问的学生有专门的物理教师进

行物理学习指导以及物理疑难问题答疑.查缺补漏

班可以利用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帮助物理学习过

程中遇到困难的学生解决困难,提高学生物理学习

水平从而缩小学生之间物理成绩的差异.

查缺补漏班开始的时间最佳为高一上学期初

期,因为结合图2,4可知高一上学期期中之后是分

化的快速增长期,这一时期的快速增长有可能是前

一段时间的问题积累导致.尽早地帮助学生解决物

理学习障碍,避免学生物理问题的积累,是抑制两极

分化现象的另一有效途径.
(3)教学中注重课本后面的“科学漫步”“STS”

等环节

同一年龄的不同学生之间学习兴趣、态度、毅力

等均存在差异,不同性格的学生的物理学习成绩也

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实证研究表明,兴趣是影响学

习的重要变量,兴趣一方面改善了学习过程,另一

方面也改善了学习结果[8].物理教学中教师应注重

培养学生兴趣,学生拥有了物理学习兴趣,才会取得

更优越的学习成果.
现在的高中教学多数为验证性实验,并通过验

证教学实验将物理知识罗列、累加,不利于培养学生

的物理思维,亦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如此将会出

现如图2所示,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若要减缓

高中物理两极分化现象,教师在授课中不仅要注重

课本后面的“科学漫步”“STS”等环节,而且还应为

学生提供更多走进实验室的机会.让学生在科学探

究中体会物理学习的乐趣,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亦

是抑制两极分化现象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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