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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强调数学的核心素养，优化了课程的设置，推动了我国教育的改革，

颠覆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对学生的素质发展有着全面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作业是教学活动的基本环节和

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布置和优化初中数学作业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本文就教师如何在核心素养视域下优化数学作业路径这一问题从数学作业现存问题、优化作业的原则及

优化作业的策略三个维度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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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22 edi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emphasizes the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optimizes the curriculum setting, promotes the reform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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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 and has a comprehensive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homework is the basic link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extbooks. Especially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cur-
riculum reform, how to assign and optimize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 homewor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eachers optimize the path of math ho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literacy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math homework, the 
principle of optimizing homework and the strategy of optimizing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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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印发后，确定了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目标，提出了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与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这就要求教师无论在备课、讲课还是课后，都要遵循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辅助的原则，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新课改后，将核心素养三个方面更改为：会用数学的眼

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语言表达现实世界[1]。作业作为教学活动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教师应该在新课改之后对此具有清晰地认知，对初中数学作业仍然存在的问题加以整

改。因此，探索初中数学作业优化路径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2. 初中数学作业现存问题 

2.1. 题量大，缺乏质量 

双减政策颁布后，仍然有部分教师认为少量的作业会导致学生学习成绩的下降，这一现象反映出我

国的作业设计理念仍然处于传统保守的模式，认为只有大量的作业和题海战术才会提高学生成绩，只重

视了学生作业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由于“应试教育”“唯分数论”“分数至上”的思想根深蒂固，教

师在作业设计方面只注重布置大量的基础题并且不注重质量，但是大量的作业习题产生的效果远远比不

上一份高效且有质量的作业，“偏”“难”“繁”“旧”等质量不高的问题会使学生失去学习数学的自

信心，过于简单的问题又会使学生引起对数学学科的不重视，这样的作业不能帮助学生形成核心素养意

识和能力。 

2.2. 类型少，缺乏创新 

现阶段我国初中教师布置作业具有题目类型少的问题，作业的类型只有基础性作业，例如书上的课

后习题，套卷等，缺乏实践性作业，探究性作业和综合性作业等创新性作业。这种类型少的作业只能够

锻炼学生学习数学的技能，缺乏自己主动思考的能力，对作业的布置缺乏创新性和实践性，针对教材或

者练习册的习题，教师仅仅是复印出来布置给学生，而没有精心的设计问题的问法，锻炼学生的思维能

力，因此容易让学生形成刻板的记忆，对数学学科产生厌倦的情绪，做不到课程标准中强调的终身发展

和素质教育，不能够形成一定的数学眼光、数学语言和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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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弹性低，缺少层次 

在经济学中，弹性是指由于某一个变量发生改变，另一个变量也发生一定比例的改变的情况[2]。在

作业中，“弹性低”是指教师在设计以及布置作业时灵活度低，其中包括与其他学科作业联系的弹度低

和对学生兴趣爱好联系的程度低。在初中数学作业中，教师往往设计作业时不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身

心发展规律，仅仅考虑是否能够提高学生的成绩。虽然在 2021 年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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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明确要求“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分类

明确作业总量；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要加强作业的完成指导”[3]。但是对于一些教师，

改变对于作业的结构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也就导致无法真正帮助学生真正形成核心素养意识和能力。 

3. 优化初中数学作业的原则 

初中学生正处于思维性和独立性养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处于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易出现

许多心理冲突与压力的时期，因此教师在设计作业时要遵循以下原则： 

3.1. 目标性原则 

新课改的背景下，要求教师在优化作业的过程中要遵循目标性原则，紧密围绕课程目标，突出教学

重难点。新课程目标集中指向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在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都要围绕课程

目标进行开展，作业更要围绕课程目标进行布置和设计，但是不能设计基础类作业，基础类作业仅仅帮

助学生实现核心素养的低水平，因此要设计综合性作业，实践性作业以及探索性作业，这四种作业相结

合能帮助学生较高的完成核心素养能力。 

3.2. 填充性原则 

填充性原则是指在精炼教科书后习题的前提下，填充课外作业，而不是将教科书的练习题删删减减。

教师在优化作业时要对其进行全面的剖析，其中要考虑习题是否能够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及发展核心

素养的哪一要素，以此来修改或添加习题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知识的迁移和知识的创新能力。 

3.3. 兼顾性原则 

兼顾性原则是指教师在优化作业的过程中既要兼顾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又要兼顾发展学生的能力，

基础性作业能够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并且在头脑中构建相关的知识框架，探究性作业和实践性作业能够帮

助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都能够获得全面的发展和获得发展的能力，综合性作业能够帮

助学生形成头脑风暴，积极思考的能力[2]。但是教师在设计作业时，要注重这四类作业所占的比例和兼

顾知识和能力的双面发展，进而培养核心素养的能力。 

3.4. 启发性原则 

启发性原则在数学作业优化设计过程中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4]。由于初中学生正处于儿童向青年过

渡的重要时期，抽象逻辑思维和意义识记占有相对的优势，自我意识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发展，因此在优

化设计作业时教师可设计开放性题或者数学阅读等题启发学生的思维，启发学生，启发学生，启发学生

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以及

基本活动经验[5]。 

3.5. 长期性原则 

作业优化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教师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来迎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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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挑战性任务，可制定短期的目标，积极的完成每一阶段的子目标和关键点，从而分阶段的完成各个阶

段的优化作业任务[4]。 

4. 优化初中数学作业路径 

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取决于知识的学习，知识的学习又分为知识的掌握、知识的迁移及其知识的创

新，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专家组将数学核心素养分成了三个方面：数学眼光、数学思维和数学语言。

数学眼光主要表现为抽象能力、几何直观、空间观念和创新意识四个维度；数学思维表现为运算能力和

推理能力两个维度；数学语言表现为数据观念、模型观念和应用意识三个维度[5]。这九个维度也分别对

应知识框架，具体情况见表 1： 
 

Table 1. The three main aspects of core literacy 
表 1. 核心素养三大方面主要表现 

核心素养 主要表现 知识框架 

数学眼光 

抽象能力 
几何直观 
空间观念 
创新意识 

数学概念、定理、规则、抽象出数学思想方法 
理解图形的性质 
解决图形问题 

猜想概念规则并能证明 

数学思维 运算能力 
推理能力 

理解基本运算规则和方法，运用多种混合运算 
运用规则解决一些猜想假设 

数学语言 
数据观念 
模型观念 
应用意识 

通过数据构建出模型，解决问题 
将定理 定义运用现实生活和问题中 

 
作业是教师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教师所优化的作业要引导每位学生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并

且完成，要注重有层次的难度，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站在不同学生的角度，让学生成为作业的主人，

而不是一个做作业的“奴隶者”。因此，教师在优化数学作业时，有以下具体路径： 

4.1. 减量增质，提升核心素养 

教师在优化作业时，要布置高效且有质量的作业，设计作业的内容要紧密联系课程目标，作业题量

要精练概括，兼顾对于知识体系的巩固以及对能力的发展，减少题量并不意味着仅仅选择教科书和练习

册上的内容，而是要将教科书上的习题进行选择和修改设计，使精炼后的试题能够全面发展核心素养。 
全等三角形练习题 
原题：如图， ABC△ 和 ECD△ 都是等边三角形， AD 与 BE 相交于点 F  [6]。证明： BE AD=  
修改后：如图， ABC△ 和 ECD△ 都是等边三角形， AD 与 BE 相交于点 F 。 
(1) BE 与 AD 有什么关系？ 
(2) ABC△ 旋转后，(1)中结论仍然成立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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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创新题型，促进全面发展 

教师在优化作业时，改变原有的仅仅是基础知识类作业，增加作业的题型，例如增加探究类作业，

实践类作业和综合类作业，基础知识类作业加强知识的理解方面，包括概念，法则等的理解，探究性作

业和实践性作业可以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中的创新意识，综合性作业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案例： 
1) 探究性、实践性作业 
例：在学习利用描点法制作函数图像时，设计作业如下： 
以小组为单位制作本地水费和电费的函数曲线，并写出函数的方程，各小组撰写制作感受。 
2) 综合性作业 
例：学生在课后仔细阅读数学教材，数学史等相关材料，写一篇关于数学人物的小论文，文体不限，

字数不限。 

4.3. 弹性作业，培养发散思维 

教师在优化作业时，要注重作业的弹性和层次性，弹性是指进行跨学科之间的作业和与兴趣爱好相

关的作业，根据学生接受能力的不同和课程内容课程标准的差异，来设计不同灵活程度的作业，例如对

于较大难度的作业，基础能力较差的学生可以不必完成，因此，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知识的理解程度来

巩固自己的薄弱点和自行梳理自己头脑中的知识框架。 

5. 结语 

初中教师优化作业是非常必要的，首先，优化作业不仅能够减少学生在作业上的时间，而且能够精

确地有针对性地指出学生的薄弱点，帮助学生有效地完成课程目标的要求；其次，优化作业能够让学生

自主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体和主人[7]，做自己的策划者，激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促进全面发展；第三，

减小学生和家长的压力。教师要引导学生体会核心素养，形成数学眼光，数学思维，学会数学语言，围

绕课程目标来培养学生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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