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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无处不在，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本文从边际递减效应的现

实存在出发，结合有关教育理论，分析边际递减效应对学习效果的影响，研究初中化学作业优化设计，

给学生减负的同时提高作业质量，避免作业中的无效劳动，减少作业效率低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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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le of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is ubiquitous, affecting everyone’s daily life, 
learning and work.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marginal diminishing effect and combining with re-
levant educational theo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marginal diminishing effect on 
the effect of learning, and studies the optimal design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emistry homework, so 
as to reduce the burden on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omework, avoid ineffective labor 
in homework, and reduce the problem of low homework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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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回首 2021 年，“双减”无疑是热度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教育改革举措之一，“双减”的主要目的

意在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合理调控作业结构，提高作业设计质量，使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减轻学生

过重的作业负担。一直以来，作业设计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生在

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需要通过练习进行巩固，但在作业的布置过程中，忽视了作业效果与作业量之间

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成正比关系的，本文将从经济学中的边际递减效应来进行说明[1]。 

2. 边际递减效应的内涵 

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也称为边际贡献递减原则，边际效用递减是在经济学中经常出现的词语，指的是

当消费者对某一物品的消费数量越多，该物品新增加的最后一单位物品的消费所获得的效用，即边际效

用反而会越少，甚至还可能出现负值的情况。我们以吃饭的过程为例进行比喻，当吃掉的食物超过一定

程度后，人已经感觉非常饱了，就不会再因为获取食物感到快乐。但是，如果此时强迫一个人继续吃食

物，这个人不仅不会因此感觉到快乐，反而会产生被处罚的痛苦感受。其实，该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经济

学当中，在学习和生活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我们常说的“饥香饱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

香”就是指生活中存在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2]。 

3. 作业边际效用的现实存在 

艾宾浩斯是德国的著名心理学家，他提出了著名的过度学习理论。过度学习是适度学习的延伸，那

什么是适度学习呢？适度学习指的是在识记材料刚刚达到能够背诵程度就中止的学习，而达到该种程度

后仍然继续学习的话，就是过度学习。一般来说，在一定范围内，记忆的保持效果和复习的次数是成正

比的，但是要注意并不是次数越多越好。事实上，如果复习的次数超出了一定范围，反而会导致相反的

结果。科学研究指出，在适度学习的基础上，过度学习 50%时，对知识的记忆效果是最佳的。例如，反

复阅读一篇课文 10 遍，刚刚达到可以的背诵程度，这时候如果再继续念 5 遍的话，会记忆得更加牢固。

但是超过这个限度的话，效果往往会不增反降。所以，如果想单纯地依靠过度学习来提高学习效果是行

不通的。 
根据在教育心理学中提到的练习律原理，当学习者通过学习建立起对某件事的联结后，后续通过

正确地重复这种反应，会使这种联结(S-R)得到有效的强化。练习得多了会产生使用律，不练习则会形

成失用律。所以，作业对学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是如何在合适的学习时间内能够取得最大的

学习效果，关键就在于需要对作业进行优化设计。教师要对学生的课后作业进行精心的设计，尽量减

少作业过程中的无效劳动来达到预期效果。提倡轻负担、高质量，衡量和评价作业的质量要加入作业

量、时间等因素，切实纠正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而学习效率低下的状况，把握好作业的“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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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辨证关系。 

4. 边际效用对作业设计的启示 

布置课后作业是为了学生巩固在课堂上学习的内容，及时掌握新知识，但如果作业布置的数量太多，

完成作业的时间太长，那么边际递减现象也会出现在学生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学生成绩

和作业量并不是成正比的，学生往往会把作业最多的放到最后来完成，或者刚开始还能认真做，后面发

现作业实在太多，为了应付检查就会开始乱写，这样的作业既浪费学生的时间，消耗学生的精力，也不

能达到预期效果。 
笔者认为学生成绩的关键在于完成作业的效果，而要保证作业效果就需要提高学生对作业的兴趣，

学生的精力和注意力维持的时间是有限的，教师需要从作业内容和作业时长等方面进行管理，让学生感

受到做作业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从而愿意积极主动的完成作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提高作业效果，

避免学生的无效劳动，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方法。 

4.1. 重视前置性作业 

在开始新课之前，把所要教授的内容作为课前的一项任务布置给学生，就是前置性作业。但在实习

过程中，笔者发现老师很少布置预习作业，这可能是由于预习作业难以检测学生是否完成，很多学生会

认为预习作业就是没有作业等原因造成的，所以教师都是让学生自己下去预习，却没有将它作业一种作

业形式进行布置。其实预习是非常重要的，预习过后学生带着问题开始新课的话，听课的效率会大大提

高，课上知识掌握的效率高了，课后就不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强化。 
在布置预习作业的时候，初中化学教师要想办法，将与新知识联系最紧密的旧内容提点给学生，让

学生自己下去对旧知识进行复习，并主动构建和新内容之间的联系。上新课前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预习，

效果比没有预习，但上完新课后被动完成大量课后作业更好。布置预习作业，注意复习作业不用太多，

只要精心准备一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并且要注意预习任务不要包括重难点内容，否则学生们下去思考的

时候弄不明白，容易产生焦躁和畏难的情绪，反而影响学生对新课内容的学习兴趣。 
比如，九年级化学中，实验装置的气密性检查是一个重难点，但这一部分内容与物理的大气压知识

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上新课之前，教师可以这样设计实验装置气密性检验前置性作业设计[3]。 
新授课内容：实验装置的气密性检查，原理：使装置内与外界产生压强差，再通过液面的变化或有

无气泡产生来判断装置的气密性。 
问题 1：空气有质量吗？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了什么？ 
答：空气有质量，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会对所作用的面积上产生压强。 
证明了大气压的存在，并且大气压很大。 
问题 2：大气压的概念是什么？大气压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答：浸在大气中的物体受到大气产生的压强称为大气压强，简称大气压或气压。 
大气压产生的原因：空气受重力且具有流动性。 
问题 3：大气压与温度，气体体积有什么关系？ 
答：气体压强与气体体积的关系：在温度不变的条件下，一定质量的气体，体积减小时它的压强增

大；体积增大时它的压强减小。 
气体压强与气体体积的关系：一定质量的气体，在体积不变的条件下，温度越高，空气分子运动的

越强烈，压强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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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加热法                  方法二：注水法            方法三：充气(抽气法) 

 
进行前置性作业相关知识的铺垫后，学生能很轻松的理解该堂课的内容，从作业反馈能看出学生课

堂掌握效果非常不错。并且这样设计的前置性知识，对后面学生理解空气中氧气含量测定的实验原理，

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4.2. 分层设计课后作业 

学生是独特的人，他们的学习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教师在作业布置上也要注意因材施教，不能用

少部分人的作业情况代表全体学生的水平。教师在布置书面作业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不同学生的实际学

习能力，布置不同层次水平的作业，这样就能尽量照顾到所有学生。比如确定课后作业的时长，教师可

以参考中等学习能力水平的学生，根据他们的情况来确定作业量。在这基础上，对成绩优异的学生，他

们还可以“免写”一部分基础题，用稍有难度的题代替。对于有特殊需求的部分学生，还可以针对他们

的不同情况，制订个性化作业，让他们都能获取相应的学习体验。例如，学完九年级上册质量守恒定律

的应用过后，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布置以下几种难度不同的课后作业[4]。 
对于那些基础稍差的学生，可以先要求他们能够解释化学反应质量不守恒的原因，并能用质量差来

确定某反应物或生成物的质量关系。例如： 
1) 实验室用 KMnO4 做制取氧气实验，待药品分解完后，称量剩余固体的质量，发现比刚开始做实

验时的质量小。有同学认为该化学反应不遵守质量守恒定律。你同意这位同学的观点吗？为什么？ 
2) 3 g 碳与一定量的氧气恰好完全反应，如果产生 11 g 的二氧化碳，说明有多少克氧气参加了反应。

若现在 3 g 碳和 10 g 氧气反应能生成 13 g 二氧化碳吗？ 
对于基础较好的同学，则要求他们能够推断反应物或生成物的组成元素，并结合本节元素质量分数

的知识和数据分析能力进行相应的变式练习，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1) 某物质在空气中燃烧，只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则该物质中( ) 
A. 只含碳元素   B. 只含碳、氢元素  
C. 只含碳、氧元素  D. 一定含碳、氢元素，可能含有氧元素 
变式训练：某气体物质 3.0 g 在空气中完全燃烧，生成 CO2 4.4 g，同时生成 1.8 g H2O。则对该物质

相关判断正确的是( ) 
A. 该物质只含碳、氢元素 
B. 该物质一定含有碳、氢元素，可能含有氧元素 
C. 该物质由碳、氢、氧元素组成  
D. 该物质分子中碳原子和氢原子的个数比为 1:1 
2) 在一个密闭容器中，有甲乙丙丁四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充分反应后，反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变化

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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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hange in the mass of each substa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action 
表 1. 各物质反应前后的质量变化情况 

物质 甲 乙 丙 丁 

反应前质量/克 5 2 20 22 

反应后质量/克 待测 11 28 5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该反应是分解反应    B. 甲可能是该反应的催化剂 
C. 乙、丙变化的质量比为 9:8  D. 反应后甲的质量为 0 g 

4.3. 丰富课后作业内容 

除了数量过多存在边际效用递减，作业形式单一的话，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教师如果经常布置同

一类型的作业，学生会觉得完成作业的过程枯燥乏味，导致学生不认真完成，进而影响学习的效果，甚

至不能实现作业本身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教师除了要在教学上花功夫，在化学作业的设计上也应该花时

间花精力。课后作业不光在数量上要精简，还要注意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关注学生情感和责任的

培养，可以加入与社会国际有关的题，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家国情怀[5]。 
比如，在学习完上册第六章碳及其化合物后，笔者就碳达峰峰会设计了一道题目。例：某发达国家

人士认为自己国家即使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行动也不会取得很大成效，因为该国的碳排放量仅占

当前全球碳排放量的 1.5%，所以能否拯救世界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完全取决于新兴发展中国家怎么做。

对此，有研究人员反驳道，将出现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咎于新兴发展中国家，是一种极其不公平和不公正

的说法。因为之所以出现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由于新兴发展中国家新排放了“增量”的温室气体，也是由

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两个世纪中排放了海量的“存量”气体。 
你认为下面哪个选项最能支持上述研究人员的论证？( ) 
A. 按人均计算，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发达国家少很多 
B. 按累计排放量计算的话，那么全世界最大的气体排放国是发达国家 
C. 气候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必须开展全球合作 
D. 西方工业化国家目前仍然在排放温室气体，为“增量”做出了“贡献” 
另外，学科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这一点在很多时候往往被忽略掉了，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单科

作业的优点非常明显，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所以教师

要善于发现或者制定一些比较好的综合性题目，加入到课后作业中，主动促进学科间知识的融合。这样

不仅能让学生的思维得到拓展，提高学生知识的灵活应用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加深对化学的了

解，而不仅仅局限于对知识的机械训练。 
例如：如下图 1 所示，在 A、B 两个烧杯中分别装了质量和质量分数都相等的 CuSO4 溶液，在烧杯

上方悬挂了一个金属等臂杠杆，杠杆中央的金属滑片可随杠杆左右摆动，摆动幅度足够大且能任意调节，

分别在杠杆的两端悬挂了一个完全相同的塑料小球，小球与液面接触。刚开始杠杆处于平衡状态，现分

别向 A、B 两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的锌粒和铁粉，恰好反应后： 
1) A 烧杯内小球将(选填“上浮”“下沉”或“不变”)。 
2) B 烧杯内发生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是。 
3) 闭合电键 K 后，电流表(选填“A1”或“A2”)有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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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化学能——电能转化反应装置 
图 1. Chemical energy—electrical energy conversion reaction device 

5. 总结 

针对作业边际效用的现实存在，“减负提质”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是学生

的渴望、家长的企盼、教师的追求、更是教育部三令五申的要求。学科教学中如何落实“减负提质”已

成为教师不容回避的问题，教师要重视学习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主动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设计，提高

布置的作业质量，减少学生在完成作业时的无效劳动，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作

业设计任重而道远，教师要有终身学习思想，与时俱进，树立教学效益的观念，切实纠正学生课业负担

过重造成教学效率低下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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