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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然而，减负并不意味着减

质，最终目的是减负增效，这就要求教师要对传统的作业设计进行改进与优化，切实做到在减轻学生作

业负担的同时提升学习效果。因此，本文将首先从作业量、作业内容、作业形式与作业难度分析传统初

中英语作业设计中出现的问题，然后探讨相应地“双减”政策下初中英语作业设计的策略，要把控作业

时间，整合性地布置作业，增强作业的实践性、多样性与趣味性，并在遵循最近发展区的原则下设计适

合不同水平学生的分层作业。最后给出“双减”下初中英语作业有效设计的实例，以期提高作业设计的

质量，并有效落实“双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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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clearly proposes to reduce the total amount and duration of home-
work in an all-round way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students’ excessive homework. However, re-
ducing the burden does not mean reducing the quality.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reduce the burden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It requires teachers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traditional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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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o as to reduce the student’s homework burden and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There-
fore, this paper will first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traditional English homework in 
junior high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mework volume, homework content, homework 
form and homework difficulty, and then discuss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homework design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eachers should con-
trol homework time, arrange homework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enhance the practice, diversity 
and interest of homework, and design hierarchical homework suitable for stud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Finally, an example of the effective 
design of English homework in junior high school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is give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omework design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
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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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1]。“双减”政策的出台对英语作业的设计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在

作业量、作业内容、作业形式与作业难度方面更好地设计，在减少作业量，减轻作业负担的同时，使作

业达到巩固学生知识的目的，促进教学理解，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然而现有的相关作业研究较缺

乏“双减”这一背景，但随着“双减”政策的发布，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这一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因此

本研究完善了“双减”政策新背景下初中英语作业的有效设计研究这一领域，为初中英语作业的有效设

计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同时，初中英语有效作业实例也为“双减”下英语作业的设计提供了借鉴范本，

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2. 概念界定 

2.1. “双减”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有关“双减”政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全

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双减，在我国教育领域中指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在作业方面，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分类明确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加强作业完成指导。

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1]。 

2.2. 初中英语作业设计 

初中英语作业设计是指教师以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为基础，并以英语课程标准为指导，并结合英语

学科以及初中学段的特点，对作业的内容，形式和难度等进行设计，从而让学生在课后能够对课堂知识

得到有效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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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业有效设计 

英语作业的有效设计是指教师以教学大纲为指导，结合英语学科特点，以学生为主体，设计适量，

适度与多样的英语作业，并最终能实现教学目标，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3. 文献综述 

3.1. 国外研究综述 

3.1.1. 作业量的研究 
1998 年，美国学者哈里斯·库帕(Harris Cooper)在这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他的 50 项心理学研究

证实，作业量与学生成绩呈倒“U”型，即作业量应当适量，作业量过多的话，会给学生带来负担，不

利于提高学生的成绩；而作业量过少或者不布置作业时，学生成绩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2]。Osgood 和

Key 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观点，作业量存在最佳值，这时学生成绩最优秀[3]。 

3.1.2. 作业内容的研究 
在美国，多倡导融入社会生活的家庭作业(Real-life homework)，即可以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真正运用

到实际生活中，使课堂知识变得鲜活起来[4]。在日本，教师多设计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实践类作业，比如

自己做手工，自己设计游戏等，通过这些实践，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并提高自己的社会生存

能力[5]。 

3.1.3. 作业形式的研究 
Cross (1992)建议，要设计丰富多样的作业，如临摹类，表演类和读后续写等各种形式的作业，以此

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6]。美国的中学作业也主要包括四类，有练习型、准备型、扩展型和创造型，

重点发展学生的迁移能力与创新能力[7]。 

3.1.4. 作业难度的研究 
沙塔洛夫在他的著作《教育散记》中提出要使学生在不感到难为情的情况下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尽可能多地完成作业。日本学者波多野谊余夫(1989)通过充分考虑学生差异而有针对性地布置作业的实验

班与忽视差异统一布置作业的对照班相比，得出难度一致的作业不受学生欢迎，难度适中且有针对性地

作业会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8]。 

3.2. 国内研究综述 

3.2.1. 作业量的研究 
“双减”政策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9]。杨清(2021)学者

也认为对作业“量”的控制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作业的“质，而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整合，并不是盲目地去

减量，而是要在有限的作业中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功能。”[10]孙明(2021)学者也提出可以根据学科特点，

划分为明确布置作业和不布置作业两类，并将布置作业的学科作业纳入每日布置作业学科总量中，进行

统筹规划[11]。 

3.2.2. 作业内容的研究 
何晓斓(2021)提出英语作业的设计可以通过有意义的篇章来学习语言，也可以通过设计综合作业来引

导学生梳理整个单元所学知识，从而达到减负提质的效果[12]。王学男(2022)提出作业设计要在顶层逻辑

上统整关照，将多学科进行有机融合，在语数英学科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英体美等实践类的作业，

调动学生积极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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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作业形式的研究 
在“双减”背景下，学者杜鲁晔(2021)提出要创新化设计英语作业，可以包括以下类型的作业：表演

型、收集型、思维导图作业[14]。王晶莹(2022)等人建议作业类型要兼顾长与短、纸笔与信息技术、独立

与合作、动手操作与动脑思维、理论与实践、低阶技能训练与高阶思维培育的基础性与创新性的多样化

融合[15]。 

3.2.4. 作业难度的研究 
鲁子问在他的著作《英语教育动态原则与真实原则论》中提出应将教学内容进行分层设计，将英语

学科基础知识与能力训练进行分组设计[16]。随着“双减”的落地实施，何晓澜也提出要注重作业布置的

层次性，作业难度要因人而异。王静(2022)提出作业难度的设计要遵循“最近发展区”原则，作业难度要

略高于学生的真实水平，以此来调动学生的挑战欲与积极性[17]。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者都认识到作业在教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立足于作业的量、作业内

容、作业形式和作业难度等维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国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多

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缺乏“双减”背景下的研究，并且国内关于初中阶段的作业设计具体的实例研究

也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将从作业量、作业内容、作业形式和作业难度四个维度分析初中英语作业设

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双减”下初中英语作业设计的有效策略，最后，在此基础上，提

供“双减”下初中英语作业有效设计的实例，以期为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 

4. 初中英语作业中的问题 

4.1. 作业量 

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往往会留下大量的英语课后作业来供学生完成，然而其中的习题多为一

些固定的机械训练，不仅包括单词、词组与句子的抄写等书面作业，也包括单词课文背诵等一些隐形作业，

除了这些，教师还会布置一些拓展性作业。实质上就是一些重复性的刷题练习[18]，多以题海战术为主，

出现“单词写五遍、十遍甚至更多”，“一次性做两张试卷”等作业形式，试图通过量得到质的飞跃。教

师认为这些重复性的训练可以使学生很好地巩固所学知识，获得相关的学习技能。然而，这些过多且没有

太大价值的机械英语作业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学生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完成，一方面，危害学生身体

与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容易使学生产生厌恶情绪，学习兴趣大大降低，在这种心理下，学生会上网检索

答案或者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来应付完成，从长远看，这些作业未能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也不能锻

炼他们的思维能力，更不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这是与“双减”政策实质精神所背道而驰的。 

4.2. 作业内容 

首先，作业内容缺乏联系性。由于多为一些抄写与背诵的机械性作业，作业内容与生活实际关联较

小，这些作业只是强化了对课本知识与做题的熟练，而学生无法将所学英语知识运用到真实的，生活化

的场所中。比如情境对话练习，多为一些话题陈旧，模式老套，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有很大差异的练习，

这严重割裂了英语学习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也会让学生感受不到学习

英语的意义，大大打击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其次，作业缺乏系统性，作业的系统性是指以单元为有机整

体，统筹初中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系统设计本单元作业。而在实际作业布置中，教师仅仅根据当天

所学的课时内容来设计作业，未能进行前后作业的联系，忽视单元的系统性，常常会导致出现作业的重

复布置。最后，作业缺乏延展性，作业内容的延展性是指能拓展学生思维，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的作业[19]。目前的初中英语作业多以巩固教材知识点为目标，作业深度还不够，不能向课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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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拓展，不利于学生进行知识的迁移，不利于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4.3. 作业形式 

作业形式较为单一，初中生的英语书面作业超过了占作业总量的一半，非书面作业较少，在书面作

业中，抄写背诵类作业占比接近 90%，多为抄写课本上单词或者对话，或是单纯依赖所购买的资料本上

的练习题，这些作业过度注重强化学生记忆型知识的学习，而缺乏实践类，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作业；

口语作业也仅仅限于背诵和朗读，本质还是对课本知识的记忆，缺乏对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20]。这些单

一且墨守成规的作业也根本没有学生角度出发，没有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这种单一，千篇一律的作业，

忽视了作业本身的价值，会使得一些追求新异与创新的初中生慢慢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 

4.4. 作业难度 

在作业难度上，存在“一刀切”的现象，设置统一难度的作业[21]。教师多设置以中低难度为主的作

业，而由于个体的独立性，每个学生能力不同，统一中等难度的作业，对学困生来说有一定难度，会使

他们感到沮丧，课上内容无法消化与较难的课后练习会使他们产生习得性无助心理；而对学优生来说较

为简单，没有挑战性，他们可能出现疲于应对的现象，因此这样的作业忽略了班级里尖子生与学困生的

学习需求。长此以往，对他们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5. “双减”下初中英语作业有效设计的策略 

5.1. 作业量 

《意见》中明确规定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这就意味着要改变过去题海战术的

模式，要精简作业，设计五道题就能让学生掌握所学知识就不要设计十道，对作业进行浓缩，力求触类

旁通，使每道题都具有其价值。这就要求教师要从本单元教学目标出发，精心筛选，分出层次，划出重

点，对重难点知识进行重点练习。首先，教师要提前评估作业所用时间，一方面可以通过教师自身角度

检验，每个年段同一学科的教师可以共同统筹家庭作业，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能够锻炼学生思维的经典例

题，并在下发给学生之前亲自做一遍，以评估试题难度与所用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学生角度检验，

征集不同水平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完成所编题目，通过观察学生完成题目所用时间来判断作业量的合适与

否。适量的作业可以巩固所学知识，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对英语学习保持较高的热情。其次，作业量控

制的关键在于整合[12]，即根据学生的认知逻辑和学科知识逻辑进行设计，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作

业中，最大化促进学生思维的参与。 
例如，在学习七年级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知识时，教师就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个作业：学生在

表 1 中设计一份一周食谱，合理搭配一日三餐[22]。这份不仅巩固了所学单词，也与实际相联系，提升了

学以致用的能力，避免了机械抄写单词的任务，以学生熟悉喜欢的食谱来设计作业，即减轻了学生的作

业负担，也帮学生构建了完整的知识体系。 
 
Table 1. Weekly recipe homework 
表 1. 一周食谱作业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Breakfast        

Lunch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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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作业内容 

针对作业内容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双减”背景下，首先，作业内容的设计要具有关联性，

即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英语作为一种语言交流工具，应与真实的情景联系起来。其次，作业内容的设计

要具有系统性，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具有综合性的作业，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元素，突出英语学科工具性与

交际性的特点，根据每个单元与整学期的教学目标，分阶段有重点地进行练习。比如，在学习后面单元

时间，可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设计一些与前面单元相联系的作业，例如用几单元所学内容进行创编

对话，从而对几单元的内容进行巩固复习。最后，作业内容的设计要具有探索性。参照“教师专业发展

项目主持人”魏智渊老师设计的“大语文”的课程构想，英语作业内容设计也可以形成 20%基础性作业，

80%探索性作业[19]。对于这部分探索性作业，是“双减”背景下教师需要关注的设计领域，初中生的思

维趋于理性，善于实践，教师可以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套索自然、艺术与科学领域，以启发学生思维的

拓展。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八年级 How do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后，可以布置让学生学习并制作他们喜

爱的食物，并用所学内容描述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巩固并掌握了本单元序数词的表达，并且

这样与学生实际生活紧密相联的作业，是可以激发学生做作业的兴趣的，也能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感受生活中的英语，真正学有所得，达到减轻学生负担，使学生真正爱上英

语，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的目标。 

5.3. 作业形式 

既然减负，就应该“减”中有“加”，作业量做减法，那么作业形式可以做加法[20]。教师应探索多

元化的初中英语作业，一方面，初中生具有好奇心强的特点，对墨守成规的东西往往不感兴趣，他们喜

欢新鲜的事物，不拘一格的作业可以为学生的学习增添动力，让学生从传统的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自觉

地参与，只有学生的兴趣提高了，才能提高学习的质量；另一方面，英语强调听说读写能力的综合发展，

所以设计多样化的作业是必要的。 
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以下类型的作业：首先，表演型作业，如可以使用《鲁滨逊漂流记》

作为阅读补充材料，不应局限于常规的阅读教学，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文章内容进行课本剧

的表演，将舞台交给学生。这样的英语作业，大大提升了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也提升了学生的自信心。

其次，收集型作业，可以让学生在课前对《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背景等知识进行搜集，让学生主动

获得更广泛的知识。最后，思维导图作业，在学习完《鲁滨逊漂流记》后，可以让学生绘制文章情节部

分的思维导图，锻炼学生的理解、思维与探索能力。 

5.4. 作业难度 

在作业难度的设置上，要遵循最近发展区的原则。因此，教师在设计英语作业前，教师要对学生实

际的英语水平进行动态评估，做出及时，有前提的判断。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真实情况设计适当难度的

英语作业，以保证作业的针对性[19]。实践证明，设计分层作业对于减负增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遵循

因材施教的原则，每个学生都有属于自己量身定做的作业，这样的作业对他们来说难度适中，不会打击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促进学身心的全面发展，真正落实“双减”政策的实质。 
例如，在学习 used to 这一知识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水平，布置适合学生层次的作业。首先，要求

所有学生摘录课文中含有 used to 的句子。在此基础上，对成绩较好的学生，可要求其进一步完成对 used 
to 句型的仿写；对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还可以要求其运用 used to 句型，以记者角度撰写一篇合适的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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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双减”下初中英语作业有效设计实例 

本研究将以七年级下册 Unit1 Can you play the guitar?整单元为例进行初中英语作业有效设计的实践，

在对教材与教学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课时作业与单元作业设计两方面，深入落实“双减”下作业

布置量的适量性、作业内容的关联性、作业形式的多样性、与作业难度的适宜性的策略。 

6.1. 单元教材分析 

本单元主题内容为“个人能力与爱好”，主要是讨论自己或他人在某方面的能力和意愿等，并根据

能力和意愿选择参加自己想去的俱乐部。本单元重点围绕情态动词“Can”展开，由于情态动词没有人称

和数量的变化，所以较为简单。本单元难点在关于广告类题材文章的阅读，在教学中，教师要巧妙地将

其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由浅入深地进行讲解。 

6.2. 单元教学目标 

根据《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要求，将从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与学习能力

进行学习目标分析。 
1) 语言能力：a) 掌握重点单词：guitar，sing，swim，draw，chess，speak，join，club，tell，story，

write，show，or，talk，Kungfu，drum；b) 掌握重点句型：play chess，speak English，be good at，talk to，
play the drums，make friends；c.教会学生运用情态动词 can，学会表达自己的“能力”；掌握广告类型文

章的阅读能力。 
2) 文化意识：了解不同俱乐部的特点，根据自己喜好表达自己的能力，并介绍自己的家人朋友或名

人的能力，加深对能力异同的理解，构建多元视角，培养社会责任感。 
3) 思维品质：a) 指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通过参加俱乐部活动，与同学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培养

团队精神；b) 通过阅读文章回答问题，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与批判性。 
4) 学习能力：a) 指导学生学会使用工具书查找所需信息，自主学习的能力；b) 指导学生学会自主

总结所学语言材料中的语言规律并加以利用。 

6.3. 作业设计目标 

1) 单元作业目标：a) 巩固本单元词汇、短语、句型等，并能在真实的情景中进行运用；b) 巩固本

单元核心语法知识，能在书面写作与口语表达时注意句子结构的规范性；c) 巩固语篇理解能力，掌握不

同题材的阅读方法；d) 巩固写作技巧，能够围绕“能力”这个主题表达自己的想法。 
2) 课时作业目标：a) 第一课时(听说课 Section A 1a~2d)提升学生们的语音语调和口语表达准确度

与流利度；提升学生们的语言运用能力；b) 第二课时(语法课 Section A Grammar Focus-3d)巩固情态动

词 can 的用法，可以在具体的情景中运用表达；c) 第三课时(阅读课 Section B 1a~3c)巩固语篇理解能力，

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能力；d) 第四课时(写作课 Section B 3a-Self Check)综合运用本单元所学的单

词短语与句型，进行能力介绍相关话题的写作；e) 通过单元检测，综合测试学生们的词汇，阅读，写

作等能力。 

6.4. 作业设计思路 

1) 课时作业思路：以课时为单位，每课时分别设计出“自助餐”式作业，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

择对应的题目完成，题目不限，包括基础题、提升题与拓展题。 
2) 单元作业思路：单元作业以闯关形式进行，分为三个关卡：基础关、提升关与拓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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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课时作业设计 

6.5.1. 套餐 A 第一课时(听说课 Section A 1a~2d) 
1) 听 Section A 2d 的内容 3 遍，并跟读 3 遍，再录音。 
2) 根据课本 Section A 2d 的对话内容或改编该部分内容，以 4 人小组为单位，进行舞台表演。可适

当准备些教具，比如俱乐部名称桌牌等。 
3)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如何做好托管服务是学校高度重视的问题。请用英文调查班级同学想

参加的俱乐部，并将统计结果画好统计图表，为学校建设出谋划策吧！ 
设计意图：本课时为听说部分，其中模仿朗读课文内容，可以提高语音语调的准确度与流利；改编

对话内容并进行表演，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并促进学生听说能力的提升；通过调查统计活动，

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这部分作业也与现实紧密相联，体现了作业布置的真实性。 

6.5.2. 套餐 B 第二课时(语法课 Section A Grammar Focus-3d) 
1) 完成语法表格，巩固情态动词 can 肯定句、否定句与疑问句。 
2) 完成语法任务单，分为三道题，第一题为回答 What can you do 与 what can’t you do?；第二题为看

图补全关于 can 的句子；第三题为回答问题，如 can a bird sing, can a snake jump? 
3) 从图 1 中的英雄卡片中随机挑选一张，从中线对折，考考小组成员都知道他们有哪些超能力。 

 

 

 

 
Figure 1. Illustration of hero card 
图 1. 英雄卡片图 

 
设计意图：本课时为语法课，通过总结梳理语法知识，巩固本课语法；通过语法任务单，检测学生

语法掌握运用情况；通过对话操练，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与语言运用能力。 

6.5.3. 套餐 C 第三课时(阅读课 Section B 1a~3c) 
1) 调查班级内同学会演奏的乐器，并看看哪位同学会演奏的种类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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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关于 can 的阅读。 
3) 假设你是某公司 HR，请根据材料中求职者的特点，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工作。 
设计意图：本课时为阅读课，在阅读前，先熟悉乐器的相关单词和句型；通过阅读练习，提高学生

获取信息的能力，并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通过 HR 任务，懂得结合求职者特长给予他人适当的

职业规划意见，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目标语言。 

6.5.4. 套餐 D 第四课时(写作课 Section B 3a-Self Check) 
1) 将描述能力的短语放置在合适的罐子里，罐子分为艺术类，运动类，工程技术类与其它，并为每

个罐子补充尽可能多的短语。 
2) 根据示例材料仿写一篇个人能力的文章 
3) 在今年冬奥上，中国选手谷爱凌勇于挑战，勇夺冠军的辉煌时刻让所有人记忆犹新，请搜集更多

她的能力与爱好的相关资料，并为她做一份精美的海报。 
设计意图：本课时为写作课，写前的短语匹配为后面的写作任务积累写作素材；根据阅读材料仿写，

有利于提高写作的规范性；自主搜集信息，完成对当前热点人物能力的介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6.6. 单元作业设计 

单元作业设计分为三个关卡，基础关、提升关与拓展关。基础关主要考察学生对词汇、语法的掌握

情况。关卡一听力部分主要考察学生能够听懂有关能力的简短对话，获取信息并能够分析判断的能力；

关卡二为笔试部分，主要包括单选、完形填空、任务型阅读、阅读理解、补全对话与书面表达部分，主

要考察学生对 can 的语言运用情况；关卡三为实践活动部分，可以选择做一个小册子记录家人或朋友们

的爱好或能力，也可以选择做思维导图来梳理本单元知识，这部分主要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与知识运用

与拓展能力。 

7. 结语 

英语作业在英语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合理的作业既能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还能培

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双减”背景下，英语作业的布置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英语教师不仅要能

为学生减轻作业负担，还要注重作业质量，提高学习效率。因此，英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作业观，注意

作业时间的控制，改变题海战术的局面，精简作业，少布置机械性的作业，做到层层筛选；并且要考虑

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在遵循最近发展区的原则下，分层设计作业；探索多元化的作业，改变墨守成规

的作业形式，通过增强作业的实践性、多样性与趣味性来激发学生高效学习的热情，使其在兴趣驱动与

积极实践中强化对英语知识的学习，提升初中英语作业布置的有效性，真正落实“双减”政策，做到减

负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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