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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后，针对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具体的教

学实践中，诸多教师将培养数学核心素养的任务重点投入到了课堂教学的改革，而忽略了对数学作业设

计的研究提升。本文将以高中数学作业的基本类型为基础，分析当下高中数学作业的设计现状，进一步

阐述高中数学作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作业设计的有效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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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vision of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2020,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However, in specific teaching practice, many teachers focus on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in the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while ignoring the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of 
mathematics homework design. Based on the basic types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ho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homework design, further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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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nd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homework design, and proposes an ef-
fective strategy f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homework design based on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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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修订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再次强调要通过数学教学培养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诸多教师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各显神通，从情景导入、

新知探究、演绎归纳到板书设计等课堂教学方面都达到了极致。俗话说“编筐编箩全在收口。”大部分

教师对于收口工作好似都放在课堂总结上，数学作业的设计成为了高中数学教育世界的偏远地区。数学

作业是引导学生巩固知识与强化技能的重点环节，还是师生信息互动的关键窗口[1]。在课堂之外，数学

作业成为学生提升核心素养的显性对象。因此，数学作业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不仅是教师真实了解学

生实际学习情况的渠道，还会影响着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又能影响着整体的教学质量。 

2. 高中数学作业基本类型及设计现状 

2.1. 高中数学作业基本类型 

以课堂为载体，根据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顺序将高中数学作业分为研读型作业，诊断型作业和综合

型作业三种类型。 

2.1.1. 研读型作业 
研读型作业是指对于教材复习和预习，对部分学生布置的数学课外读物等[2]。这种类型的作业受教

师布置研读材料难度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研读材料阅读

难度大，难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对数学学习拖延倦怠也无法发挥研读材料的教学作用。教师

要足够了解学生习惯，选择最优适应的研读材料。 

2.1.2. 诊断型作业 
诊断型作业是指教师通过口头或书面作业形式布置问题，分为课时作业和课后家庭作业[3]。此类型

的作业是高中数学作业的主力军，教师大手一挥成为众多高中生挑灯夜战的噩梦。诸多教师易在教学活

动中过分关注诊断结果，忽略了诊断过程，导致诊断给学生家长带来不少的焦虑与担忧。 

2.1.3. 综合型作业 
综合型作业是指学生通过整理归纳、实践探究、创新思维的方法，作答相关综合应用问题，对学生

有效组建知识结构有着重要作用[4]。它包含了知识总结性作业、实践探究型作业和开放型作业。这种类

型的作业对学生和教师有着更高的要求。学生们将知识内化自我组建过后，教师布置并时刻关注学生活

动情况，并及时反馈加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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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中数学作业设计现状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高中数学作业依然存在“高耗低效”的现象，致使学生在重复性训练中浪费了

时间和精力，甚至滋生出抵触情绪[5]。诊断型作业犹如宇宙黑洞般吞噬着，使得其他类型作业在教学活

动中无法生存。对于高中数学作业设计最直观的现状来源于学生们对于数学作业的看法。你是否听说过：

“海量的数学作业，让我窒息；老师您太客气啦，每次在过节时送我们几斤作业”。句句都真实，可现

实却也无可奈何。老师们大手一挥，指派学生去做哪几页练习册像是在打仗一般，而这样的战歌天天吹

响，更恐怖的是在高三时老师还要强调做题持久战！海量又步履维艰的数学作业，老师还要赋予不许抄

袭，这无疑是“学生战，勇气也、毅力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竭彼盈，故弃之，题大国，

难测也，惧有伏焉。吾已学习大乱，望其志靡，故抄之。” 

3. 高中数学作业设计存在的问题 

学生对高中数学作业的抱怨与形容，究其本质是作业的容量大、难度高和不适配等设计问题。由此，

我们将深层次的探讨，全面阐述高中数学作业设计存在的问题，以及设计问题背后的根源，从而为基于

核心素养下提出解决高中数学作业设计的有效性策略奠定基础。 

3.1. 作业缺乏设计内核 

作业的设计核心是“了解不同学生内在需求，解决个性化的问题”。作业缺乏设计内核，导致教师

在作业设计上竹篮子打水。于是，教师们在进行作业设计时，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的，所有学生完成

的都是一样的作业，甚至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完成的都是一样的作业[6]。直接选择让学生做练习册或者试

卷成为目前布置高中数学作业的普遍现象，忽略了学生的差异性。然而，真正适用于学生的练习册和习

题应该是教师需要花时间去探索的，甚至要对现有的练习册加以整理研究实践并修改调整的。市面上大

多练习册都侧重知识点的简单罗列，不断重复着无意义的练习。机械的训练使知识变得零散，逻辑被忽

略，作业内容变得枯燥，导致学生无法全面地理解知识与应用。长期以往，缺乏内核的作业设计根深蒂

固，人们都接受着不合理的作业设计，阻碍了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3.2. 数学教师的作业设计缺乏创新 

教师不仅限于课堂的教学设计的创新，还应对作业设计有着独特的见解并付诸于实践。可实际却是

数学教师的作业设计缺乏创新，导致过度依赖他人的作业设计，为了考试而设计作业。致使让诊断型作

业尤其是课后家庭作业在类型中独步一时，由此造成了作业布置内容与形式单一，学生主体地位没有得

到重视。这就陷入了恶循环，教师缺乏作业设计创新，导致作业布置形式单一。学生们单纯的做习题，

练习题，致使数学学习没有毫无趣味，教师无法针对学生开展作业设计的创新，作业设计最终与新课程

改革的核心素养脱节，导致作业陷入“没必要”的境地。 

3.3. 无存在感的作业评价 

作业评价是检验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数学教学过程成效的参考依据[7]。家长与教师对于数学分

数的渴望，使得学生们功利性的学习数学，由此数学作业成为了提分工具，其中所蕴含的核心素养的培

养已面目全非。教师过分注重作业完成的结果，忽视学生作业完成的过程，给予了非常敷衍的，笼统的

作业评价。无存在感的作业评价使抄袭的学生洋洋得意；使遇到难题的学生陷入题海中更加迷茫；使认

真完成作业的学生对教师缺乏信任感，降低了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使在完成作业过程中，有新的解题

过程和思路的同学的创新意识被极大地打击了，创造性的思维就此发展缓慢甚至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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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核心素养对高中数学作业设计的有效性策略 

通过对高中数学作业的现状分析，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是教师能否基于核心

素养将极致完美的课堂教学设计能力迁移到数学作业设计当中。下面将对上文所提出的问题，提出有借

鉴性的应对策略。 

4.1. 分层式设计，因材施教 

解决个性化的数学学习问题，满足不同学生的数学学习需求是高中数学作业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采用分层式设计高中数学作业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个性差异、知识基础差异和理解解决问题差异。根据

不同层次的学生划分作业习题。例如：有效且精炼的基础题、跳一跳够得到的提高题和无限探索足够吸

引的拓展题。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可以独立的完成作业，每次有擅长的作业类型并且有探索新类型的时

间。教师不仅要关注分层作业的结果，还要增加态度与能力的过程性指标。提高其自主完成作业任务的

信心，激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作业完成的效率[8]。提升了数学运算核心素养的同时，还让学生们

改变以往陈旧的、一刀切的作业形象，在数学习题中迈出勇于探索的第一步。学生削弱对结果的无奈，

在过程中享受着解决数学问题的乐趣。 

4.2. 多样化设计，激发数学学习兴趣 

采用多样化设计改变诊断型作业一家独大的局面。在研读型作业渗透数学文化与数学史，不仅知其

然还知其所以然，例如：在学习圆锥曲线章节前，教师布置阿波罗尼奥斯的小故事，章节学习过后要引

导学生发现圆锥曲线在生活中的应用，回归到现实数学应用的广泛性。增强实践型作业，在实践中探究，

培养钻研精神，例如：在学习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后，布置拍日出与日落的照片，从平常的日子感受数

学的关系与美。学生们感受到古往今来数学的广泛应用，在史学资料中通过具体情景感受古人智慧的数

学眼光与建模思想，体会其中严谨的运算能力与逻辑推理。让学习数学知识不再成为考试的奴隶，学习

的是有文化底蕴的、实际应用的、真真切切的数学知识。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使得学生们不断探索

新知、不断发展思维、不断提升核心素养。 

4.3. 创新评价，增强激励反馈 

作业评价不是具体的做对就要表扬，做错就要鼓励。要立足于学业质量标准，以教学目标达成为依

据，即关注知识技能的掌握与核心素养的达成，也要关注学习过程中方法，态度与习惯[9]。因为作业评

价只是手段，本身不是目的。是教师能实际关注学生们的收获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升学生们的潜力，

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与帮助。新颖的、针对性的作业评价为迷茫在数学学习生活中的学生有了指示明灯；

为依旧存在抄袭的学生带来自省的浪潮；给予思想创新积极的学生充足的信心与勇气，加大马力向着更

高更远的数学思维世界航行。 

4.4. 结合情景问题，增强阅读能力 

“三新”的背景下，不仅题目难度的加大，对于题目的阅读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题目不再言简

意赅地呈现。增强阅读能力并不只是独立的设计板块，它应该渗透到每一类型的作业设计当中。正因如

此，研读型作业就更应该发挥其价值，教师应该不断更新当代的具体情境，结合数学思维，引导学生会

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不仅增强数学阅读能力，还提升了直观想象的学科核心素养。 

5. 建议与展望 

俗话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数学课堂教学中没有标准的教学方法，那么数学作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611


殷子茹，刘君 
 

 

DOI: 10.12677/ae.2023.13121611 10459 教育进展 
 

业的设计也是如此。基于六大核心素养的高中数学作业设计，打破了传统的数学作业模式，更加重视学

生的主体性、差异性，使得数学作业设计蓬勃发展。高中教师应继续深化对新课标的理解，储备作业设

计理论知识，创新作业设计形式。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完善，形成适合自己学生的

层次化、多样化、开放化的最优高中数学作业设计。“新知课堂间，悠然作业前”让学生在课堂紧跟教

师学习，期待着作业的布置，在数学作业中享受着数学学习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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