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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标重申，初中阶段的数学教学不应该只是功利化地教授学生课本知识，而是要在教学中培育学生的

数学素养和思维能力。去年双减政策的颁布正体现了这一理念。而就目前初中阶段课后作业的布置来说，

并未真正落实这一理念。基于此，本文对目前初中阶段课后作业布置的现状进行观察，分析现存问题，

并尝试提出可行性建议，希望进一步落实培养学生素养和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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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reiterates that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should 
not only be utilitarian to teach students textbook knowledge, but to cultivate students’ mathemat-
ical literacy and thinking ability in teaching. Last year’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reflects this con-
cept. As far as the assignment of homework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is concerned, this concept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observ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fter-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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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 arrangement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ried to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hoping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literacy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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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在初中阶段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科目，课后作业作为上课内容的重要补充，应该更加精准的针对

上课知识点进行巩固学习。双减政策的颁布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以往的题海战术已不适用于目前的教育

背景，中学阶段数学作业的布置不能一味追求量。根据“双减”政策的要求，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

展规律，合理地布置作业。在布置课后作业的过程中要做到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着眼于提升学生的学习

效率[1]。在新课标和双减政策的背景下，目前初中数学作业布置仍存在一些问题，课标所提倡的理念并

未得到很好地落实。所以，本文主要试图通过分析初中双减政策正式实施之后，初中阶段数学在课后和

作业的布置等方面可能会出现新的一些问题，并试图为我们所要发现的问题提供一点可行性意见。 

2. 目前初中数学作业布置存在的问题 

(一) 课后作业繁多复杂 
中考改革之后，中考分流，使得一半的学生进入职业中学，另一半的学生进入普通中学。在升学压

力较大的情况下，学生们为提高数学成绩，普遍存在盲目大量刷题的现象。由此，部分学生会在部分“偏

题”、“难题”、“怪题”上浪费时间，从而不能科学、合理地分配自己的学习时间。教师受传统的题

海战术思想影响，急切地布置课后习题，在布置作业上存在多而不精的情况。但实际上学生的学习负担

过重，对部分数学题目存有疑问，存疑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此外，有时课后习题的布置和课堂所讲

内容不相适应，导致学生难以理解新课内容，不能及时巩固新知识。在题海战术的思想引导下，不利于

对学生进行数学思想和核心素养的培养[2]。 
(二) 课后作业缺乏针对性 
初中数学课后习题作业，原本是为检测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掌握情况，让学生强化课堂知识，帮助任

课教师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由于班上各个学生的数学知识能力存在一定差异，很多老师们在学

生设计作业内容时往往并未能充分的考虑到每个学生能力之间的差异性，不能完全针对每个学生能力的

差异实际学习状况来设计作业。这同时也会使得相当部分数学能力的低下的学生会产生一种为难的心态，

出现了厌学心理的现象。学生往往盲目地向图书市场教辅资料及网络在线教育平台求助，缺乏自主独立

的思考能力。所以，数学教师们在课堂布置和课后布置作业时应注意充分地考虑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

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分层次、分阶段地布置作业。对于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主要学好课本内容为主，

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这样使得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够在课后练习中巩固所学知识，及时

查漏补缺[3]。除了班级学生的差异外，不同地区的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也存在很大差异。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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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学生学习能力呈正相关。即偏远落后地区学生学习能力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

教师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学生的学习模式时要注意比较学生之间的差异性，不仅表面学习他们所见到的

学习方法，而且要深刻把握学习其中的道理，避免盲目学习，不能照搬照抄学习模式。在教育教学中探

索适应班级学情的教学模式，布置课后作业因人而异，对数学知识点进行各个击破。 
(三) 忽视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 
灌输式教育让家长认为学生需要不停的上课，课后需要参加校外培训学习，增加学生学业负担。校

外培训鱼龙混杂，教培机构质量参差不齐，教培机构以盈利为主，师资力量欠缺，虚假宣传，无法保证

教学质量，浪费学生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国家一直倡导提倡对中小学学生进行减负，但是校外培训却一

直如火如荼的进行发展。校外培训扰乱了学校的正常教育秩序，影响了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学生学习

最重要的不是课本知识掌握的多少，而是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培养学生爱学习，会学习，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3. 双减背景下初中数学课后作业的布置策略 

双减政策是国家层面上要求对学生减负，减负的效果当然立竿见影，但却会引起学生、家长、教师、

社会等多方面的担忧。社会大众对中考、高考的热度逐年增加，一方面是国家层面的减负，另一方面是

需要增效和提高学习效率，两者成为一对矛盾体，需要学生在更短的时间提高学习质量[4]。基于学习压

力依然没得到缓解，数学作业也可能转变为给家长布置作业，将以前的教培模式换一种形式存在。针对

上文发现的问题，笔者结合课标要求，尝试提出以下可行性建议。 
(一) 学校层面上建立并完善课后作业管理制度 
学校应该就课后作业制定统一制度，提供指导思想。各年级任课教师应该根据班上学生的实际学习

情况布置作业。如果教有余力的话，老师应该根据个别学生的情况，量身定制作业计划。双减政策是要

有效缓解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内压力过大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的情况，其要求中学生书面作业平均完成

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中学生所学科目较多，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物理等多学科，每天要对所学知识

进行巩固学习，所以分配到数学学科的学习时间不足 20 分钟。这就要求教师在布置作业时要充分考虑学

生完成作业的时间，以保证对当天所学知识进行高效的复习。课后作业可以生动形象的将知识和现有生

活经验相结合。以空间几何为例，在课堂上老师着重讲解空间几何的基础知识，教会学生求面积、体积，

课后可以给学生布置手工作业：制作一个长方体或者正方体模型。这样的方式可以唤起学生的空间想象

能力，锻炼学生动手能力，手脑并用，使学生全面发展。 
(二) 教师层面上优化课后作业布置的策略 
1) 课后作业符合学生学习数学的思维和认知 
双减政策是为了缓解学生的学习负担，在进行初中数学的教育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注意提高初中学

生们的数学思维能力。按照每个知识点对应的数学难易程度顺序和思维逻辑顺序来展开教学，使之更适

应于现阶段中国学生现有的数学知识水平，让中国学生真正体会感受到了数学思维和创造数学的乐趣，

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借助现代软件技术，老师可以将思维导图用树状图的形式表达出来，探究知识点

之间的关系，形成知识点之间的体系，构建知识框架。根据学生现有所学知识，教师在课后可以引导学

生进行深入的思考，精心挑选思维训练的题目。虽然题目对学生有一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偶尔在课后

作业中添加此类题型，能促进学生发散思维发展，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逐步激发学习兴趣。 
2) 教师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 
在整个数学学习生涯中，受传统教育思想影响，许多老师都会让学生大量刷题，但是却少有强调对

数学课后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如经济学中所提到的边际效益问题，转化到数学教育上，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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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握刷题的“度量”的问题，刷题数量达到某个零界点时，学生应该学会及时的做总结，将同一个

考点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唤醒曾经对知识点的记忆，起到巩固的作用，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

没把握好刷题的“度量”，持续刷题，没及时总结知识点，长此以往，刷题效果会降低。课后作业布置

和检查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查漏补缺，看大脑所学知识是否存在不足，让学生及时巩固，查漏补缺。学

生应该对刷题有清晰的认识，并不是刷题就是不好，刷题的质量取决于自己怎么刷，怎么总结，以及取

决于自身对学习时间的安排。从学习金字塔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只听讲两个周后能记住 5%，通过对所

学知识进行转述，两周后能记住 30%，实际演练，两周后能记住 75%，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对知识的记

忆是会遗忘的，单纯的学习“输入”模式学习效果较差，学习要从“输入”到“输出”，锻炼学生的思

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初中数学的课堂学习并不是单纯的抄老师的板书，而应该是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后

在自己用笔在本子上回顾上课所讲内容，并且能够进行陈述表达，这便达到了预期的学习效果。周期性

的反复练习起到了巩固复习的作用。数学越往后学习，所接触到的知识越多，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抽出一

定时间巩固复习相应内容。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建立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及时查漏补缺，

巩固知识。 
3) 丰富作业类型，增强作业趣味性 
数学往往很难和乐趣联系在一起，数学常常给人一种无趣的、枯燥的感觉。若教师没有较好的引导，

在初中学生的思维认知中就难以感受到数学带来的趣味性。在初中数学课堂上，教师应该合理导入数学

情景。比如，在讲到平方差公式这一节，可以举生活中的例子，某产品 10.2 元/千克，买 9.8 千克需要花

多少钱，能否快速计算出价格是为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知道所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快速应用，

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中学生群体正是处于发展阶段，是儿童期向少年期过渡的重要阶段，可塑

性较强，因此，在教学中必须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针对不同类型的课程，布置多样化的作业。如八年级

上册讲的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的内容，课后作业可以适当安排课后题练习，而九年级上册讲的二次函数

和旋转的内容，通过数形结合的方法，用图形和所学知识进行联系起来，用图解题，拓展学生的数学思维。 
4) 开展研究性课后学习 
新课标要求学生进行小组研讨学习，在讨论中培育学生的发散思维，将传统意义的机械学习转变为

开放式的学习。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教师要立足于数学课堂，摆脱抽象的数学概念，深度剖析数学问题

的本质，用通俗的语言和符合学生的认知的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学习。教师将班上的学生进行分组，一个

小组坐在一起，采用分组式教学，学生之间分工合作，一起讨论问题。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后都方

便学生之间探究问题。学习数学不仅需要教师的有效指导，也需要学生之间互帮互助。家庭层面上强化

对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的监督，教师在布置课后作业后及时告知家长该作业控制完成时间，家长根据教师

提供作业所需完成时间对学生进行监督。不能因为学生自己贪玩而有意地，不合理地延长课后作业时间，

将课后作业保质保量完成[5]。若在完成作业后有空闲时间，家长可以带着学生去动物园、植物园玩耍，

去博物馆和名胜古迹景点了解文化，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体验其中的数学奥妙。让孩子感受到我

们国家古人的伟大发明创造，开阔孩子们的视野。家庭教育是也是影响孩子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家校

合作，深刻推动落实双减政策的实施，共同促进孩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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