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Vol. 5 No. 07 2023教育前沿

基于“双减”政策 立足课程标准 优化作业设计
——以初中物理作业设计为例

张　淼

（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02）

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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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称“双减”政策），从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分类明确作业总量，加强作业完成指导，科学利用课余时间等方面对作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对教师们的教育教学给予了进一步的指导和促进，引导教学更进一步重视作业的育人价值。《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

课程理念和目标要求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作业，是学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优化作业设计，减负增效提质的同时，

需关注以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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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理解作业的重要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是指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

学习活动。作业则是及时反映和评估学生学习情况的工具，同时

也是学生自主学习提升的有效途径。作业不仅起到检测教学效果

的作用，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它在教学过程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物理学科的作业是检查学生掌握必备知识的主要

方式，也是监测学生关键能力发展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对教

师而言，作业是发现问题、优化教学策略和填补漏洞的重要工具，

也是收集教学实践和反馈信息的重要途径。作业还可以培养学生

的品格素养，促使他们形成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的能力。通过作

业的布置和解答过程，学生能够全面发展自身，并实现物理学科

的育人价值。

另外作业还是学生自我发现问题、自主学习、深度学习的重

要手段。基于学情，结合学科特点，通过设计不同类型的作业，

满足学生学习物理学科的个性化需求，不仅让学生可以通过作业

发现自己的问题，还可以让学生通过作业去主动调动自身的学习

力，通过作业养成合作探究、主动思考、注重应用的良好学习习

惯。作业的完成过程，同时也体现了学生在“做中学”“用中学”

的深度学习过程。

二、精准关注学情，规划作业形式

根据“双减”政策，为了解决学生在作业上可能遇到的困难，

可以采用弹性作业等创新方式进行作业设计。在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背景下，分层作业可以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从作业量、难

度和完成要求等方面实现均衡发展。弹性作业是指教师可以灵活

设置作业完成时间和要求，对于那些难度较大或确实难以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的作业，可以灵活调整要求。这样的作业设计旨在更

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使作业更适切、更有效。

为避免不同学情的学生作业一刀切的情况，布置的作业应该

建立在关注学情的基础上，使作业设计有层次性、有梯度性、有

区分度。基础性作业、提升性作业、拓展性作业等相结合，每个

层次作业中有可选性，层次之间作业有梯度性。每个梯度针对不

同的学生设置不同的作业要求，不同层次的作业完成时间也可根

据学生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弹性作业设计。

三、基于大单元思想，系统设计作业

无论是从“双减”政策，还是新课标理念中，都体现出教学

要有大单元思想，作业设计亦是如此。一般的单独课时，是以某

个具体内容作为学习重点，具有一定的片段性、独立性和零散性。

相对来说，大单元视角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关联性和递进性，在

教学中两者结合，从整体性和具体性两个角度，促进教学效果。

单元作业设计也可以依据单元教学的理念，从整体视角，融合具

体问题，逐层递进的形式，进行学科作业设计的统筹规划和具体

实施。下面以人教版物理八年级第四章《光现象》大单元作业设

计查红娟老师的课时作业规划举例说明。

课时 学习目标 作业类型 作业来源
书面作业

预估时长
批改方式

第 1

课时

了解光源，理解

光沿直线传播及

其应用

基础性

提高性

自编、选

编

15 分钟 面批

书面批改

第 2

课时

认识光的反射规

律，知道镜面反

射和漫反射

基础性

提高性

改编、选

编

20 分钟 面批

书面批改

第 3

课时

认识平面镜成像

特点知道它在生

活中的应用

基础性

提高性

改编、选

编

20 分钟 面批

书面批改

第 4

课时

知道折射规律，

了解常见的折射

现象

基础性

提高性

自编、选

编

20 分钟 面批

书面批改

第 5

课时

知道光的色散及

其成因，知道物

体颜色成因

基础性

提高性

自编、选

编

15 分钟

书面批改

四、依据教学目标，明确作业目标

作业目标是作业设计的重要环节。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作业

目标，首先要将作业同教学环节相结合，要将作业目标与教学

目标相关联，明确作业的育人功能，作业是为了促进教学目标

的达成。作业目标的制定主要有三个依据，依据课程标准，依

据具体学情。教师在制定作业目标时需要依据课程标准，课标

明确要求了学生通过学习应该达到的程度，依据课标要求避免

超标的偏、怪、难、多等作业问题。作业目标设计还需要依据

具体学情而言，结合学生自身学习水平，制定贴切的作业目标。

下面以苏科版物理八年级第八章《力》大单元作业设计孙娟老

师的作业设计案例节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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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要求 2.2.3 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弹力和摩擦力，认识力的作用效果。探究并了解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2.2.4 能用力的示意图描述力，会测量力的大小。

教学目标 了解重力、弹力、摩擦力，通过力的作用效果，认识力。能用这些知识解释自然界的相关现象，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有关问题，形成

初步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观念。

能用力的相关知识分析简单问题，并获得结论，能在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时引用证据，具有使用科学证据的意识，能根据

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知识，指出交流中有关知识的不当之处，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能基于观察和实验，提出运动和力等现象有关的科学探究问题，并作出有依据的猜想和假设；能通过对数据的比较和分析，发现数

据的特点，进行初步的因果判断，得出实验结论；能表述实验过程和结果，撰写实验报告。

知道物理学是对相关自然现象的描述与解释，体会物理学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对力的知识的学习兴趣和严谨认真、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关心我国现代发展成就，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感到自豪，逐步养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作业目标 第 1 课时 1. 深入了解力是如何产生的。

2. 能通过对情境的观察和分析，了解力的作用效果，认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4. 科学认识力与生活的关系，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

第 2 课时 1. 通过观察和实验操作，认识弹簧测力计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学会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大小。

2. 通过探究物体形变大小与外力的关系，领悟弹簧测力计的原理。深入理解并能应用弹簧测力计的原理解决问题。

3. 知道发生弹性形变的物体具有能量。

4. 体会控制变量思想在实验探究中的重要作用。

第 3 课时 1. 知道由于地球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叫作重力，了解不同星球跳高成绩不同的原因。

2. 经历探究过程得到物体重力和质量的关系：G=mg，并能运用公式解决实际问题。

3. 由实验感知重力方向，并能运用这一结论对实际问题做出分析，会画重力的示意图。

4. 关注我国的科技发展，了解航天领域的大国重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第 4 课时 1. 利用生活用品，体验了解什么是摩擦力及其分类。

2. 通过实验探究，理解滑动摩擦力大小影响因素，能发现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3. 学习使用数字化实验设备探究滑动摩擦力的影响因素。

4. 能发现体育运动和生活中的摩擦力，并能分析其发挥的作用。了解国之重器，体会科技进步与物理之间的关系。

五、立足核心素养，优化作业内容

作业是物理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

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进行物理作业设计时，要以课程标

准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为依据，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出发点和着力

点，结合物理学科特点，科学挑选、设计作业内容，发挥物理作

业的育人功能。下面以人教版八年级物理第七章《力》第 1 课时 ，

王花芳老师设计的可选性综合实践作业内容摘选举例说明。

作业：制作“喷气火箭”

材料：气球 、细线、吸管、透明胶带、支架
步骤：①从一根吸管上剪取一小段；

②将细线穿过吸管，并水平拉直固定在支架上；

③将气球 吹大，并用夹子把口封紧；

④将吹大的气球 用透明胶带固定在吸管上；

⑤想办法让气球 动起来。想一想使气球动起来的施力物体
是什么？（录制视频并讲解其原理）

思考：火箭发射的原理，并查阅资料验证自己的想法。

作业设计意图：通过小制作作业，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

通过对资料的收集学习，动脑动手设计制作“喷气火箭”，深入

理解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对学生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的养成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六、结合学科特点，设计作业类型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课程，具有

基础性和实践性特点。物理学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探究和推理计算

等方法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根据物理学科的特点，

可以设计多样化的作业，不仅局限于书面作业，可以设计推理计算

练习、科普知识阅读、科学小报制作、生活中物理现象的分析解决

以及生活生产情境中问题的实践应用等类型的作业。丰富的作业形

式体现了物理课程理念“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通

过作业的方式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物理知识。下面以王花

芳老师、刘凯莉老师设计的实践作业内容摘选举例说明。

作业：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为什么会“不倒”呢？思

考并利用身边的器材制作“不倒翁”并说明其原理。（用学生身

边生活常见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分析）

作业：称量并计算自己的重力，你发现什么时候读数较好？

思考：如何瞬间增大或减小自己的重力？（录制视频）可以查阅

资料并解释其原因。

作业：学生自制“潜水艇”

学生对于自己理解中的潜水艇都有不同的见解，每个小组根

据自己学到的潜水艇原理，从身边的物品中寻找了多种可以进行

实验的物品，包括一些生活中会被丢弃的物品等。例如废弃的针管、

药瓶。塑料软管和助沉的重物等。

总之，作业设计无论是从“双减”政策的要求，还是从课程

标准的要求，或是从学业质量的要求出发，都应该承担着促进课

堂教学效果，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作用。教师把握作业设计

思想，认真研究作业设计，使学生完成作业的过程成为主动学习、

深度学习、有意义学习的过程，对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起到重要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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