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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基于深度学习的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研究 
◆蔡燕茹 

（厦门市滨北小学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基于深度学习的数学作业设计，发展学生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等

数学核心素养。文章从重视说理能力、体现分层设计、关注生活经验、

注重阅读能力、沟通对比变式五方面论述小学数学作业该如何设计，立

足学情，关注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紧扣当下教育的动态，避免枯

燥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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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创新教育与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需要，近几年开展各
项教师技能的培训和比赛。其中本人有幸参加教师作业设计大
赛，从而开始思考怎样作业设计。后来担任六年级备课组长，诚
惶诚恐，一是比较年轻缺乏教学经验，二是作业设计还处于学习
探索中。理想的状态是教师根据教材和学情设计分层作业，学生
选择自己需要的题目，夯实基础或能力提升。但往往教师都是把
课本练习的题目或者之前考题稍微改动整理，比较缺乏创新。甚
至有的教师原封不动拿之前的作业设计，没有新的思考。这样的
作业设计，学生很难通过对所做题目进行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
指在理解学习的基础上，学习者能够批判性地学习新的思想和事
实，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能够在众多思想间进行联
系，并能够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作出决策和解决问
题的学习。[1] 

一、重视说理能力 
很多作业设计都是比较注重结果，忽视考察学生的思维过

程。又碍于说理题学生答案五花八门不好批改，经常把说理题去
掉。久而久之导致学生做题因审题不认真漏掉说理题，或者甚至
看到了也自动过滤掉，觉得不用做。作业设计中教师要重视说理
能力，有助于学生学习过程的深度学习，深入理解数学知识。 

在教学长方形的面积和周长的练习中，有这么一道题，用 6
个边长 1 厘米的小正方形可以拼几个不同的长方形。学生往往只
满足于答案是 2，没有把拼成的 2 个不同的长方形表示出来。这
样教师根本不知道学生的答案 2 是怎么来的，可能是猜的，也有
可能拼的是错误的。改为说理题：明明和华华分别用 6 个边长 1
厘米的小正方形拼了两个形状不同的长方形。这两个长方形的面
积相等吗？周长呢？请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你的理由。以说理
题的形式出现，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学会分析，运用各种方式来
进行展示数学思维。 

二、体现分层设计 
作业设计要有层次、有梯度，难易比例要恰当，题量适中。

既要考察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也要考察
他们综合应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作业设计分层可
以用不同环节来区分，例如可以分为基础精炼、巧思妙想两个环
节，或者分为细心计算、开心演练、用心思考三个环节，也可以
设置基础平台、快乐运用、智慧挑战等等。作业设计采用逐级递
进、螺旋上升的原则，让学生在分层作业中发展核心素养，让学
生在深度学习中学会优化学习方法。 

三、关注生活经验 
在小学数学教材中，许多内容都可以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找

到背景。作业设计要贴近学生现实，小学低段要从学生身边熟悉
的事物中选取素材，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自己身边。小学高段
学生对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可以选取社会中发生的热点、生活
中出现的图片与图形作为作业设计的素材。数学来源于生活，又
将数学应用到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以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学习的
价值。 

建立数感有助于学生理解现实生活中数的意义，理解或者表

述具体情境中的数量关系。[2]其中，估算就是建立数感重要内容
之一。在教学整数乘法时，教学 28×43，将 28 估成 30，将 43
估成 40。可以将两个因数都估成整十整百，也可以只估其中一
个。但在生活中，估算方法依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厦门“诚毅科技中心”团购价每张 28 元，三年 1 班共有 43
人，大约要准备（  ）钱才够。 

A.28×40  B.30×40  C.30×43 
上题的设计就关注了学生的生活经验，准备钱买票的生活情

景中，28 元可以估成 30 元，估大了钱才够。不能把 43 人估成
40 人，不然准备的钱不够买票。如果学生没有关注生活经验，
那就很可能会选择 B。所以，平时作业设计要多关注学生的生活
经验，让学生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 

四、注重阅读能力 
数学学科与语文学科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阅读能力的培养

不能局限于语文学科，数学学科同样需要学生有一定的阅读能
力。小学低段作业设计多采用图片和适量文字，高段逐渐增加文
字的比重，可采用图形、图表、文字、数学符号等形式结合起来。
所以小学低段数学阅读能力更多在于审题的指导，而高年级文字
信息更多，高段数学阅读能力还得学会从文中排除多余条件，获
取有用数学信息，学会提数学问题并解决。 

五、沟通对比变式 
变式就是从不同角度组织感性材料，变换事物非本质特征，

在各种表现形式中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从而使学生对概念的理
解达到越来越高的概括化程度。[3]数学学习需要对比变式，避免
学生思维定势。作业中设计变式题，就是所用的数学思想方法类
似，但是形式不同的问题。 

原题：一条丝带截成两段，第一段占全长的
5
2

，第二段长
5
2

米。两段绳子相比（  ）。 

A.第一根长 B.第二根长 C.一样长 D.无法比较 

变式一：两条一样长的丝带，第一条用去
5
2

米，第二条用去

它的
5
2

，余下部分相比(   )。 

变式二：有两条都为 2 米长的丝带，第一条用去
5
2

米，第二

条用去它的
5
2

，余下的部分相比较（   ）。 

变式三：有两条都为 1 米长的丝带，第一条用去
5
2

米，第二

条用去它的
5
2

，余下的部分相比较（   ）。 

对比原题和三个变式题，让学生思考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
方，在沟通对比中体会变式中的不变。 

为了促进深度学习，小学数学作业设计需要重视说理能力，
作业整体要体现分层，把握学情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跨学科渗
透中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沟通对比变式中领悟数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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