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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近些年我国提出了双减政策，并针对双减政策

的有效实施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双减政策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减量增效”四个字，高中阶段作为学生课

业压力最大的时段，高中教师必须思考减量增效的途径和方法。因此，进行双减背景下高中物理作业设

计的研究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合理的假期作业设计不仅能巩固学生原有的知识，还能发展他们的创

新思维。进而，学生能更高效地利用假期时间。本文针对双减背景下高中物理假期作业设计中存在的问

题、基本原则以及有效设计策略进行了研究，希望能为提升高中物理教学质量与效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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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our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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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ystem,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proposed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for the ef-
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it has been deeply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ouble re-
duction policy can be summarized as “reducing the burden and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High 
school teachers, as the period when students have the greatest academic pressure, must think about 
ways and methods to reduce the amount an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high school physics homework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subtrac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Reasonable vacation homework design can not only consolidate 
students’ original knowledge, but also develop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In turn, students can use 
their vacation time more efficient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s, basic principles and effec-
tive design strategies in the design of high school physics vacation home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hoping to provide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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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课改进程的深入，新课改中提出的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理念为教师进行教学创新与优化改

革做出了指导性意见，也为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方向。高中阶段学生需要学习的知

识点较多，同时难度较大，必须借助高质量的课后作业辅助学习。课后作业属于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能够起到巩固教学知识、深化学生理解的作用，此外还能检测教师的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学习成果。

但是，现阶段高中物理教师在设计假期作业时仍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表现突出的是，物理作业量

远超出学生所能承担的范围。双减政策作为 2021 年国家相关部门综合目前阶段的教学环境提出的重要文

件，文件强调了应减轻学生课后学习压力[1]。在双减大背景下，作为一线物理教师，需要积极思考如何

使该项政策顺利实施，不能简单认为该项政策就是减少物理作业量与降低作业难度，而是需要设计符合

学科特点和能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升的有效性作业。 

2. 现阶段高中物理假期作业设计中存在的误区 

(一) 过于重视题海战术 
高中物理是高中所有学科中理科特征最为明显的学科之一，在开展高中物理教学时，通过设计高质

量的课后习题能够起到促进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效果[2]。假期时间较长，教师更要利用好这个时机，通过

布置假期作业督促学生的学习，防止学生因缺少教师的监督而丧失主动学习的意识。但是在现阶段高中

物理假期作业设计整体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高中物理教师在布置假期作业时都存在一个相同的误区，

就是过于重视题海战术，认为作业量是保证学习效果的前提条件。造成这种误区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受到

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的作业设计思维仍停留在对作业量的追求上，忽略了对作业质量的提升。在

设计假期作业时也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与时间精力，更没有科学地设计作业内容，导致学生将教师

布置的假期作业当成了负担，作业的完成过程只是重复地进行机械练习。此类型的作业设计毫无意义，

浪费学生有限的学习时间，还会因为无效作业量的增加导致学生对物理学习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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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二) 缺乏作业设计的针对性 
在传统大班化课堂模式下，教师与学生比例相差较大。每位教师承担着数十位，甚至上百位学生的

教学压力。教师的精力有限，在设计假期作业时只是站在学生整体的角度上考虑，根据班级的平均学习

情况进行设计。教师在设计物理假期作业时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作业形式与内容统一，缺乏作

业设计的针对性。然而在当下，多数高中物理教学的现状仍旧是采用一刀切的作业设计模式，不仅一个

班级共用一套练习题，甚至一个年级所有班级使用的都是相同的练习题与课后作业。在此教学背景下，

不同层次的学生面对教师布置的相同假期作业表现出来的状态完全不同。如果学生的学习能力较强，则

教师布置的作业难度不够，无法起到提升学生成绩的效果，反之学生的学习能力较差，导致学生作业完

成效果不好，并不有利于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对高中学生物理假期作业完成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发现，

绝大多数高中学生只是在机械地完成课后作业，并没有认识到假期作业的价值，也没有认识到完成假期

作业有利于巩固所学物理知识，进而从根本上导致高中物理假期作业完成质量不理想。更有部分学生，

为了应付教师布置的作业任务，学生之间存在互相抄袭的问题。 
(三) 作业内容单一、形式枯燥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高中物理学科教

学亦是如此。教师不仅要考虑对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解，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的发展[3]。在设计高中物理假期作业时，教师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作业形式进行灵活地设

置，同时提升作业内容的多样性，从而满足学生对假期作业的多样化需求与实际需求。假期作业的高质

量设计能够为高中生学好物理学科，全面发展物理学科综合素养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双减政策的落实创

造了理想的条件。但是现阶段，高中物理假期作业的设计过程仍旧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作业内容

单一、形式枯燥，学生无法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体会到物理知识学习的乐趣，只会无端地增加学生的课

业压力。对当下的高中物理假期作业进行调研发现，绝大多数的作业都是以计算题的形式为主，将各种

题型的练习作为关注重点，忽略了开展实践性作业活动的价值，导致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与思维探究能

力无法得到培养，从而无法充分发挥假期作业的设计意义。 

3. 双减背景下高中物理假期作业的设计原则 

(一) 精简性原则 
作业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把握学情的重要方式，也是高中物理教学中重要的教学途径，以作

业的形式督促学生巩固练习、拓展思维，加强实践。传统教学中，高中物理作业设计重复性较强，通过

“量”的增加巩固基础，这样的作业布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增加了心理

负担，进而产生抵触、厌学等不良学习情绪。因此在现代化教育背景下，作业设计应注重“质”，遵循

精简性原则设计作业，以丰富的作业形式、独特的作业设计角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高中生的学

习能力，掌握物理学习方法，避免因机械化的学习方式影响思维。在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物理作业布

置要实现“增质减负”降低重复性作业的布置，在作业设计中围绕着教学内容展开探究，并创新作业布

置形式，明确作业目标、突出核心重点，在作业的探究过程中逐步培养高中学生的物理观念、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并树立终身学习的发展意识。使其在作业完成中不仅内化物理知识，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形成理性的物理思维，能够将所学化为所用，在物理问题探究中学会建立模型、运用概念、定理、公式

解决问题，学思结合、学以致用。 
(二) 个性化原则 
高中生是正处于思维拓展的关键阶段，教学的方法和角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且高中生是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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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思维想法不同、基础能力不同、性格特点不同，统一的教学方式、统一的作业布置都会影响学

生对知识点的吸收，因此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无论是物理课程教学还是物理作业设计都应遵循个性化

原则，充分做到“以人文本”，并在作业设计中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目标[4]。教师在作业设计

前应全面把握学情，了解学生的差异化表现、物理知识掌握情况等，譬如配合教学评价体系掌握学生不

同阶段的学习情况，并结合数据分析的方式总结学生的物理思维，根据学生的个性化表现设计具有层次

性、梯度性的个性化作业。另外，物理教师在作业设计中还应根据不同层次作业设计制定不同的教学目

标，实现全面育人、全方位育人，譬如在基础作业设计中，使学生初步形成物质观念、认识物质形态、

结构、属性等，以作业的形式掌握物理概念性内容；在拓展作业设计中，突出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能

够根据已知信息分析内在联系，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推理能力。基于个性化原则，教师以作业的形式将

教学分层，实现全面教育、针对辅导，避免出现基础能力强的学生得不到能力提升，基础弱的学生跟不

上节奏等问题，让学生能够在适合自己发展的维度内汲取知识，不断进步，正确认识自己的学习优势，

努力补足学习短板，进而在物理课程中深度学习。 
(三) 创新性原则 
物理作业设计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为了提升作业的“质”，就应不断创新，以新颖的问题、作业引

发学生的思考与探究，进而以自主学习的方式掌握物理规律、物理现象，理解物理概念、物理定理，灵

活应用物理公式等。教学不仅仅是教授学生知识，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物理作业设计中同样也应体

现作业的互动性，而不是让学生机械地完成作业，为了完成作业而写作业。教师在作业设计中遵循创新

性原则，使作业有梯度、有趣味，激发学生的活力，让学生能够在问题的解答中抽丝剥茧，转变学习态

度，并以作业为导向，梳理知识点、梳理学习内容，建立思维导图，让物理学习形成体系。例如在“带

电粒子在有界磁场中运动临界问题”相关知识点的作业创新中，通过解析不同的习题类型促使学生掌握

知识点、梳理知识结构。教师可以从习题多解的原因(带电粒子的电性不确定形成多解；磁场方向不确定

形成多解；运动的往复性形成多解)出发创设作业，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待学生全面掌握知识

点后，教师以习题变形的方式培养学生灵活的思维。在提高学生解题能力的同时使其形成良好的物理观

念，不将思维局限于某个维度中，而是在独立思考下全面解析问题，探究问题。 

4. 双减背景下高中物理假期作业设计的有效策略 

(一) 设计具有层次性的物理假期作业 
设计具有层次性的物理假期作业主要目的就是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在物理作业完成的过程

中提升自身的思维能力，同时具有层次性的作业设计更能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双减背景下，新课

标内容也在不断改变，高中物理教师应当根据新课标中的教学标准严格落实实践教学活动，充分体现学

生的主体地位。在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时，教师应当灵活设计教学内容，而物理假期作业的设计也应如此。

教师在设计高中物理假期作业时，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课堂学习情况，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及基础条件

设计具有层次性的物理假期作业，将传统的一刀切作业设计现状打破。从而保证物理假期作业的内容设

计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还能够满足各个层次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

教师必须时刻关注学生的课堂学习状况，进而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对班级内的学生进行合理且准确的

分层，同时结合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欲望，根据学生的层次划分，制定不同难度的物理作业内容。具

有层次性的作业设计能够更符合每个学习阶段学生的需求，学生则能更主动完成假期作业。积极完成教

师布置的作业后，学生将获得知识掌握与应用能力的提升，同时对物理的学习更具信心。 
例如，在针对“功率”这方面的物理知识进行假期作业的设计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及

教学反馈结果设计两种题型，一种是基础必做题，另一种是提升选做题，根据学生的层次分别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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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基础必做题：一辆货车的质量为 5 t，在平缓的公路上行驶，货车以额定功率为 100 kw 加速行驶，

到达最大速度 20 m/s 时，共用了 15 s。下列问题在阻力恒定的前提下进行解答，求 1) 货车在行驶中所受

阻力的大小？2) 在加速的 15s时间内货车前进的距离是多少？3) 若货车要保持以 1 m/s2的加速度作匀速

启动，则最多可维持多长时间？ 提升选做题：一辆额定功率为 8 w 的小型遥控汽车，质量为 2 kg，从完

全静止的状态开始以 0.5 m/s2进行匀速加速的直线运动，在运动过程中遥控小汽车的最大速率可达 2 m/s，
计算以下三个问题：1) 遥控小汽车在直线运动的过程中，小汽车的牵引力为多大？2) 小汽车在匀速加速

的行驶过程可维持多长时间？3) 小汽车处于匀加速状态过程，牵引力、摩擦力对其各做了多少功？通过

对比基础必做题与提升选做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道题的基本条件相差不大，可以有效降低学生对此

类题型的陌生感，同时也能通过这类“典型”的作业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让学生快速掌握知识内

容，减轻学生作业压力，进而实现物理假期作业“质”、“量”平衡。而提升选做题所运用到的物理知

识技能则是在基础必做题上的拔高，符合以螺旋式上升的物理思维。通过设计具有层次的物理假期作业，

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让学困生能下笔，让中等生能提高，让优秀生能拔

高。最大程度地实现假期作业设计价值，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 设计具有探究意义的物理假期作业 
探究性物理作业的设计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高中物理是典型的理科类学科，同时也是科学

类学科。科学类学科的特点就在于将实验作为基础，因此在开展高中物理教学时，必须要用大量的科学

实验加以辅助，才能让学生从真正意义上理解物理知识。双减背景下设计高中物理假期作业时，教师也

应当考虑作业设计的探究性与实践性要求。通过假期作业的设计，对学生的探究能力与思维进行培养，

让学生体会到物理作业内容的多样化。高中阶段的学生学习物理不仅是要学习教材上的物理知识，同时

也要尽量提升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因此，物理教师在设计假期物理作业时应当深入融合物理知识点以

及探究能力的培养策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在设计具有探究意义的物理假期作业时，教师需

要丰富物理作业的形式和内容，从实践角度入手，设计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联的作业，促进学生深入理

解物理知识，让学生将物理学习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针对“功和功率”这一知识点进行作业

设计时，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概念理论知识，也会掌握做功的基本技能，在此基础上，

设计探究性作业，让学生加深对功和功率的理解。例如可以设计的探究性作业如下：请每位同学找一天

时间，探究一下自己在跑步、跳绳、上台阶时重力做的功是多少？所有常见的运动中，你认为哪种运动

对体力的消耗最大？在学生完成探究性物理作业的过程中，应当给予学生足够的自主权，不对学生研究

活动的开展形式进行限制，可以鼓励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探究目的。但是学生必须对探究的全

过程进行记录，包括实验数据、计算过程等，实验数据可以是学生上网查阅的，也可以是通过自身实践

获得的，对探究过程进行总结，完成计算任务，作业的完成以学生的书面报告形式呈现给教师。通过设

计具有探究意义的物理假期作业能够帮助学生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有机整合，让学生在实践中学

习，在探究中学习。 
(三) 设计开放性作业，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开放性作业的设计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尽量做到寓教于乐，减轻学生的作业压力，起

到减负增效的作用。高中生已经经过了长期的系统化学习，无论是逻辑思维能力还是独立思考的能力都

已经有所进步，双减政策下的物理教学将关注点放在了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上，同时通过各种高质量的

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减轻学生负担，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基于此，高中物理假期作业的设计可以

增加具有开放性特点的作业内容[5]。通过完成开放性作业，让学生的科学态度得到良好的培养，使学生

正确掌握物理学科知识。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自行思考重力加速度的测量方式，鼓励学生寻找各种测量

重力加速度的方法，答案不唯一，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与主动探究的积极性，实现思维的碰撞，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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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散思维能力与创新意识。 

5. 总结 

总而言之，对于学生的学习过程来说，作业设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开展物理教学的过程中，

物理教师必须利用好假期作业的设计，设计出高质量的作业，确保物理作业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激发

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主动完成物理作业，而不是将假期作业当作负担。可以说，合理的物理假期作业

设计对物理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双减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师必须更

加重视假期作业的设计，减轻学生负担，增加学习效率，最大化的实现假期作业设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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