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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uce the burden” is to reduc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verburdened with 
schoolwork. What alleviate is unreasonable, unnecessary burden, but be not to do not teach qual-
ity. While reducing the burden, we should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By studying the new design 
mod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homework, this paper lightens students’ homework 
burden, improves teach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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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减负”即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减轻的是不合理、不必要的负担，但不是不要教学质量。减

负的同时还要提质。文章通过研究初中数学作业的设计新模式，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和

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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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一直是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课业负担过重是指学生承受的课内

外功课、作业及考试的压力过重，主要指教师违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些要求，布置过多作业，导致

学生学习的持续时间过长，投入精力过多，学习过程单调、沉闷、枯燥等。 
国家有关行政部门下达一道道“减负令”，要求各级学校减轻学生课外作业量，减轻书包的重量，

加大学生作息的时间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减负”是当前推进素质教育的

一个重要突破口。减负的目的是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但教育孩子的任务并没有减，这

就意味着“减负”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教学效率。作为一线数学教师，

我反思自我，分析学生，优化课后作业的设计，为学生减轻作业负担做了一些努力。 

2. 初中数学优化作业设计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在唯“应试教育”办学思想影响下，多数中小学校为求升学率，在课程标准和教材要求之

外，仍然给学生布置大量的练习题。还有些教师采取“灌输”式的传统教学，给学生布置大量性质和类

型上都相互重复的练习题，或者是一些惩罚性的作业，凡此种种将学生“淹没”在作业中的模式易让学

生在精疲力竭之余产生抗拒学习，严重影响了广大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心理健康和禀赋发展[1]。 
教师应承认学生在才能上的差异。采取因材施教，即根据学生的特长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注重补

偏救弊，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达到减“形”增“质”的目的，尽量避免课后作业一致的“形式”，减

少重复训练，提高作业的“质量”。具体依据学生课堂学习的情况，分层设计布置课后作业。对于课堂

内容掌握较弱的同学则以书本呈现的内容为主；学而有余者，要求在理解基础上以运用为主。这样，不

同层次的学生在学习中都有相应的收获和提高，作业量少了而收效更大了。 

3. 初中数学优化作业设计的优化策略 

教育实践证明，及时适当的教学反馈，能够了解到学生的学习现状，帮助教师发现问题，提高课堂

教学的预见性，提升教师反应的灵敏度，调节教学进程，减少学生后继学习的障碍[2]。传统的教学反馈

形式多样，如上课问答、作业反馈、测验反馈等，但它们都存在明显的弊端，如上课问答只能部分学生

进行反馈缺乏全面性；作业反馈、测验反馈时间有滞后。近年来，作者受“一分钟试卷”法[3]的启发，

设计了课尾信息反馈表进行教学反馈，并依据此表进行课后作业分层设计。 
“一分钟试卷”法是由美国学者(Partita Cross)帕卡·克罗斯提出的，其具体内涵是：在形式上，即

课堂教学一开始或结束前，教师用一分钟时间(几分钟也可，视情况而定)，要求学生写一篇概括性的短文，

以此作为课堂教学的反馈。在内容上，可以是对问题的回答，如当天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或者教师就某个特定的概念要求学生辨别所学过的最关键的信息；或者教师要求学生指明课程内容和课

堂教学中最不清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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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手机、电脑、高速网络的普及率飞速增长。实现智能信息处理技术

与传统课堂的有机结合，改变传统课堂中单向信息传播的低效教育模式是当前的热点问题。本文研究利

用手机微信公众号“问卷星”的问卷功发放问卷。如此的好处：一方面，通过随堂测试实时反馈学生对

讲授知识的掌握情况，从而分层进行课后作业的布置。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了解反馈信息及时弥补

上课的不足，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促进因材施教，通过互联网手段也可减轻教师对问卷数据录入等繁琐

工作。最后，在部署一定规模后，将采集到相当数量的教学过程数据，这些数据一方面将为教师进行因

材施教的、科学的教学设计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可用于教学质量评估和最终达到改善教学效率和效

果的目标，实现科学的个性化教育。 

4. 初中数学优化作业设计的实践 

4.1. 实践对象 

以任教的七年级(2)班为例，班中共有 21 位学生。研究这 21 位学生作业的优化设计。 

4.2. 准备阶段 

1) 建立七年级(2)班数学学习微信群。 
2) 以七年级 9.4 (1)整式一节课为例，根据教师经验以及与资深教师探讨，整理出 3 道测试题，并利

用“问卷星”的问卷功能制作成电子问卷如下图 1： 
 

 
Figure 1.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 for test questionnaires 
图 1. 测试题电子问卷 

 

3) 预设课后作业题。针对问卷中的三题，预设相应的课后作业题，学生错那题对应作配套的课后作

业；而对全部答对的学生，预设提高题。由此依据学生课堂实际掌握知识情况，实现课后作业分层。 

4.3. 实施步骤 

1) 在课尾最后 5 分钟，发放电子问卷，让每位学生在手机上完成问卷填写并提交。 
2) 收集问卷，公布答案。布置作业：错第 1 题：做课后习题 1；错第 2 题：做课后习题 2；错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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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做课后习题 3；错题采取累加形式，例如错第 1 和第 2 题，则做课后习题 1 和 2，以此类推。全对者

做课后习题 4。 

4.4. 分析问卷 

教师分析收集问卷的结果，及时对本次课程作总结分析与反思，为下节课做准备。由问卷结果可知，

8 位学生全部答对；7 位同学错 1 题；4 位同学错 2 题；2 位同学全错。小题结果如图 2，由图 2 可知，

第一题和第二题的正确率较高，分别为 76.19% (正确答案：D)和 80.95% (正确答案：B)，第三题的正确

率较低为 42.86% (正确答案：D)和 85.71% (正确答案：B)。因此，教师应该就第三题的知识点在下一次

课中再详细讲解一遍。 
 

 
Figure 2.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item 
图 2. 各小题分析结果 

5.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教师应该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应用于教学，实现对传统教学的

突破。本文利用信息技术，根据学生的差异，布置不同层次的题目，实现个性化的课后作业，把学生从

繁重的课后作业中解放出来。 
新的课后作业设计以来，学生和教师都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较原有的课后作业模式，学生的作业负

担得到有效的减轻。其意义并非单纯地减少学生课后作业的数量，其本质乃是从理念上改变传统以量取

胜的惯性模式，是对初中数学教学整体水平的促进和提高。 
课后作业的变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教师持续不断的努力。不仅需要教师

自身的坚持，也需不断学习相关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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