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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双减”政策背景下，减量提质的作业观对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学数

学教师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作业观，如果作业设计不合理会直接导致学生作业压力大且学习效果不好。

教师应该合理规划作业数量，减少家庭作业和传统机械式作业，构建有意义的作业模式。在减量的同时，

教师还需遵循各种教育教学原则科学设计，布置符合学生全方位发展的高质量作业，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并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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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view of reducing quant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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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qualit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compre-
hensive quality. If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do not set up a correct view of home-
work, and if homework design is ignored, it directly leads to great homework pressure and poor 
learning results for students. Teachers should reasonably plan the amount of homework, reduce 
homework and traditional mechanical work, and build meaningful work patterns. At the same 
time, teachers also need to follow a varie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principles, scientific design, 
lay out in line with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homework,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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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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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教师树立并实践正确的、与时俱进的作业观，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1]。政策出台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情况备受社会关注，尤其是为一切

科学打基础的小学数学作业受到诸多讨论。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的作业设计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教

师掌握了设计作业的规律，所讲授课程的班级学生就像掌握了数学作业的密码，一通百通，一做起数学

作业便神采奕奕、势如破竹。相反，有些教师布置作业缺乏设计，导致学生经常觉得作业的题目晦涩难

懂，解题的方法更是繁杂困难，哪怕当时学会了解题，但是到了下次遇到相似的问题仍然毫无头绪。前

者之所以做题容易，是因为大部分数学题本身的道理较为简单，即便是较难的数学题也不过是将多个简

单的道理通过特定关系连接起来的，只要教师合理设计做作业，学生解题就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而

后者截然相反，学生只能为了应对考试而毫无热情和思考，只能靠大量做题来储备知识，积累重复记忆，

尽管学生们十分刻苦努力，但成绩与做题效果却不理想。 
小学数学教师留作业的差别，直接造成学生对于数学知识在认知和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如果学生写

作业时不加思考，那么教师留多少作业都将是无用之功。目前的教育“双减”政策对教师设计作业的质

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正是对所有教师能力与责任的激励与鞭策，在教育“双减”政策要求下，小学数

学教师更应该研究政策要求，不断探索数学教学规律和方法，在科学设计作业结构与模式的同时全面减

少作业总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数学的规律和方法，还能为学生节省时间，不使数学作业加重小学

生的作业负担。 

2. 小学数学作业应合理规划进而达到减量效果 

小学阶段的数学作业按照完成时间可以分为课前作业、课堂作业和课后作业。相较于课前的预习作业

和课上有老师指导的课堂作业，课后作业给学生带来的课业压力最大，所以要想减轻学生的课业压力首先

就要从课后作业入手，一方面，教师应设计有别于书面作业的多元化家庭作业，与家长朋友携手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另一方面，教师在留作业时应减少机械式的作业而是帮助学生构建有意义的作业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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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减少家庭作业注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家庭作为少年儿童长期生活的场所是学生获得直接经验的重要来源，家庭教育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具

有先导性、感染性、针对性、终身性等特点[2]，而家庭作业过多、难度过大或者完全不留作业，都会使

家庭和学校的功能错位，让家庭教育偏离育人本质。现实生活中，一些教师和家长对家校共育而形成教

育合力的认识不到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部分教师把指导学生预习、复习、完成作业、批改

作业、讲解作业的任务移交给家长，强迫家长成为校外教师。另一方面，部分家长则将教育孩子的任务

完全交给学校，自己做孩子教育之路的“甩手掌柜”。对家校共育理解不够，容易让家长和教师的教育

责任边界模糊，导致家校合作流于形式，无法达到家校合作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的效果。 
针对上述现象，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也要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观念[3]，在为学生“减

负”的同时为学校教育提供必要的补充[4]。例如，为家长朋友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培训，开展教育讲座，

让家长理解“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并积极地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与此同时，教师在布置家庭

作业时要尽量减少书面作业，着力注重学生优良习惯的养成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好的家庭作业可以

培养学生良好的价值观念，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每天做一件孝敬父母的事情，可以为父母端茶倒水，

也可以拿着父母列出的清单去买菜，最后让家长拍照打卡。在学生完成作业期间，教师要发挥督导作用，

既要让学生长期坚持，又要避免作业占用家长过多的休息时间。 

2.2. 减少机械式作业构建有意义的作业学习模式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数学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知识和定义需要学生反复识记，但数学学习应以有意

义学习为主，机械学习为辅，而不是让来源简单、形式通俗、逻辑性浅薄、完成方式单一的机械式作业

大行其道。减轻学生日常作业负担的首要任务是削弱机械式作业，让学生有思考有兴趣地做作业。一般

情况下，机械式作业分为两种，一种是简单的机械式作业，另一种是复杂的机械式作业，两者要有区别

对待，使学习因为留作业的方式变得更加有意义。 
简单的机械式作业是指在学生的能力范围内对学生没有挑战的作业。教师在留作业时要学会给学生

画题，对于难度不大的作业，只需挑出一两道典型题留给学生训练即可，无需通篇留为作业。在指导学

生完成作业时，教师要谨记以学生为主体，相信学生自主完成作业的能力，锻炼学生完成作业的自觉性，

不要过度干预，坚决杜绝教师教一步、学生走一步的现象。有难度的机械式作业是指无法让学生理解符

号所代表的知识，学生自己通常只是通过不断地重复让学生死记硬背某些符号或组合的作业。对待这种

作业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数学符号背后的含义，给学生空间充分思考，例如，数学教师留作业时要减少

让学生抄写念诵“九九乘法表”来加深记忆的作业模式，在教授加法的时候就为乘法埋下伏笔，通过带

领学生逐步探索，让学生学会自己推导九九乘法表，这样学生既记住了乘法表又明白了乘法算术。 

3. 科学设计小学数学作业达到提质效果 

小学数学作业是教师对课堂知识的再现与延展，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途径。学习数学这一基

础学科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纳”，即将数学概念、公式在头脑中消化吸收，融入自己的思维方式，提升

自己的科学文化素养。留作业是帮助学生“消纳”所学的知识的重要途径，这种途径需要生动灵活，有

趣多变。因此，教师应该重视小学数学作业的设计，科学设计小学数学作业，最大程度地提高作业的设

计质量。 

3.1. 小学数学作业应遵循因材施教原则 

每个学生都是发展中的人、独特的人、独立的人，教师在留作业时不能蛮横地一刀切，要遵循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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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出的不同的发展要求予以相应的反馈，将教师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反映

在作业中。因材施教原则要求教师了解每一位学生的自我需求和知识技能水平，找到学生的最适发展区，

引导学生更好地发展。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这一节为例，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在讲授完平

行四边形的性质、求解平行四边形面积方法等一系列知识后，进行五分钟的随堂测验，做完后在课堂上

通过学生互评的方式来进行批阅，让同学们立刻知道自己欠缺的地方，随即下课后教师将卷子收上来进

行分析，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通过这种方式，老师可以有效地了解到哪些同学掌握得好，哪些同学掌

握得不太充分，他们欠缺的地方又在哪里，进而设计出更加符合因材施教原则的作业。 
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每个人的发展潜力都是无穷的，一般人的潜能开发量不足 10%，“后

进生”虽然学习成绩暂时落后或某次活动表现有失误，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大器晚成”，更不能因为

学习不好而否定他们的一切。教师要对他们格外关心和呵护，在班级里给他们同等的尊重和信任，多给

他们一些时间和机会，多付出一些精力去帮助和指导。“拉一把”、“推一下”给他们上进的勇气和希

望，让他们的闪光点更明亮些，让“学困生”、“后进生”在一个宽松平等的班集体环境中，感受被尊

重和被信任。对于掌握知识较快的学生，教师需要建立学生自评、互评、家长参与评价、教师参与评价

的多元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学会反思、增强自我认知，并设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作业形式，激励学

生不断进步。 

3.2. 由单独完成作业向小组合作模式转变 

传统的作业形式是大多都是让学生单独完成的，这种形式的作业不能很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导致部分学生产生对作业的抵触心理，进而对数学学习失去兴趣，产生厌学心理[5]。对此，教师可以采

用小组合作式的作业模式，让学生在协作交流的合作化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这种作业模式不仅

能让学生进行头脑风暴、增进学生之间的感情，还会加强学生的竞争合作意识，促进综合能力的提升。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水平对学生进行学习小组分配，在分组时可以将学习能力强与学习能

力弱的同学混搭，争取让不同小组的平均能力相近。教师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发布一个小组作业，并定期

组织各个小组进行汇报评优，用适当的竞争来调动同学们主动完成作业的积极性。同时，教师还要尽量

参与到每个小组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去，观察小组成员的参与情况，引导小组成员相互启发、相互问答、

相互监督，共同形成学习合力。以“年、月、日”这一章为例，教师可以在讲授这节课前，给同学们留

一个预习作业，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小组交流来体会时间这一抽象概念，年、月、日究竟有什么区别，

自己对这三个时间节点又有什么不同的见解，让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开放自己的思维，总结概括小组的

观点。此外，教师在授课时，可以请学生小组代表进行发言，阐述自己小组对年、月、日的这一抽象概

念的理解。 

3.3. 同时设计短期型作业和长期型作业促使学生养成良好习惯 

目前，小学数学教师大多留短期型作业，让学生在短期内完成，这种作业模式虽然短时高效，但这

种作业形式具有强制性，作业形式古板，学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合适的时间去完成作业。对此教师

可以选择留长期型作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促使学生更好地养成良好习惯。长期型作业是指分配

学生一个学习任务并要求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完成，这一段时间可以延续几周或几个月[6]。长期型作业可

以用来帮助学生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例如，让学生每周写一个本周学习自评，记录自己一周学习了什

么新知识，有什么新收获，将这个作业持续一个学期，可以培养学生在学习中养成反思自评的习惯。为

了养成学生有计划、有步骤、有程序的学习习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合理规划学习时间，例如，在课后

两小时的自习时间，教师需要让学生明确有几项学习任务，哪个可以快速完成，哪个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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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比较紧急，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然后根据任务量和学习任务的紧急程度合理分配自己的

时间，制订学习计划，有条不紊地完成学习任务。在制定学习计划后，教师要监督学生争取在计划内完

成预定任务，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长期型作业有助于班级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保护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作业完成的过程

中要引导学生不断明确学习目的，增强学习毅力，改善学习方法，提升学生学习的能力。因此，长期型

作业使学生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良好的发展。 

3.4. 鼓励教师设计探究式作业培养学生思维探究能力 

在任何时期的教育都是要配合认知能力水平的发展才能事半功倍，而在数学领域对学生认知能力的

培养主要体现在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与阅读探究能力，因此，可以设计阅读探究类作业。阅读探究类作

业是目前我国非常提倡的一种作业形式，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指出，阅读

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

具有重要意义[7]。对此，教师在设计探究型作业时也可以发散思维，不要拘泥于传统作业的形式，可以

留一些阅读探究类作业，去了解数学的发展史。 

3.5. 用多样的作业形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 

小学阶段学生好奇心和兴趣非常强，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去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他们

对数学的热爱。对此，教师可以借助多种多样的作业形式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多元化作

业的设计旨在充分调动学生完成作业的积极性与高效性。教师通过设计思维导图等多元化作业形式来启

发学生的思维核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全方位地培养学生。 
针对不同教学时期、不同教学内容，教师可以留不同类型的作业，以“数和数的计算”这一章为例，

教师可以在课后留一些关于这一章的思维导图的作业。学生通过制作思维导图来加深对数的运算规律的

理解及运用，及时弥补自己掌握不足的地方，让学生在巩固知识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进

行巩固，进而强化学生的逻辑性思维。从具体到抽象是认识的基本规律，也是数学教学必须遵循的基本

规律。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易于理解的实际实例对抽象数学内容教学的作用，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来将

抽象性变得具体化、直观化。以“几何图形”为例，教师可以留制作长方形、正方形、平行四边形等图

形的作业，利用剪纸来制作这些图形，让学生在运用中逐步理解平行、直角等抽象性概念的本质。针对

需要记忆的理论及概念，教师可以留数学小报使学生触类旁通，加深知识的记忆。例如，“数的整除”

这一章，学生可以在制作数学小报的过程中进行知识迁移，突出整数、约数、公倍数等概念之间的内在

联系，加强自己对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概念的理解。 

4. 结语 

教育“双减”政策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新时代

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8]。现在教育“双减”政策对教师设计作业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

要求，这正是对我们教师应该奋斗与担当的激励，如何布置符合学生全方位发展的高质量作业需要所有

教师在创新中思考。时间是一把标尺，无数看似“渺小”的改变，最后都能直照人心，也照亮学生前行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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