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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初中数学作业个性化设计研究
——以北师大版七年级下《平方差公式》为例

刘鸿博  李  海  杜  娜

成都七中英才学校 四川 成都 610056

【摘  要】“双减”背景下，初中数学作业的设计越来越重要。做好作业设计工作对于减轻学生学习压力，提升学生学习效

率有着积极作用。除此之外，高质量的数学作业还能够大幅提升学生的学习热忱，让学生更喜欢学习数学。本文以北师大

版七年级下《平方差公式》的学习为例，提出初中数学多层次结构作业设计方案。该方案让不同能力的学生完成能力就近

区的作业，增强学生自信心，既让学生吃得饱，还要让学生吃得好，进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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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ersonalized design of mathematics homework in junior high schoo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akes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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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e design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 homework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Good homework desig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reducing students' learning pressure and improving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In addition, high-quality math homework can also greatly enhanc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making students 

prefer learning mathematics.This paper takes the study of the square difference formula in the seventh grad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put forward the design scheme of the multi-level structure homework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he program enables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to complete the homework in the nearby area,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not 

only let students eat enough, but also let students eat well, so as to achieve good teaching results.

Key words: double reductio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personalized; homework design

引言

作业是教学活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教师巩

固教学成果的主要途径。布置课后作业对于激发学生的

独立思考意识，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具有价值，教

师需认识到作业布置这一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做好作业

调整与作业创新工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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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倡小学教学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协调课程教学与休闲

娱乐的时间，尊重学生的休息权利，使学生能够在校内

学习过程中实现个性化发展。

在“双减”背景下，设计适合学生发展的初中数学

作业成为每一位数学教师的责任。对此，教师应从实际

教学情况出发，根据学生的个人学习需求及个人兴趣爱

好设计层次多元、内涵丰富的数学作业，以此提高初中

数学作业教学的质量。

1  初中数学个性化作业设计与实施总体目标

1.1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核心素养

设计初中数学作业时，教师必须明确党的教育方针

的内涵，认识到目前初中数学教学的根本任务，从培养

初中学生“四基”、“四能”的角度出发搭建作业架构，

填充作业内容，突显数学作业的育人功能，实现对学生

数学核心素养的全面培养。

1.2基于课程标准，树立系统思维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培养学生的

数学思维能力做出具体要求，提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

学生从数学角度出发观察、分析、判断、解答问题，使学

生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使用数学语言概述问题。课程标准为

初中数学作业设计指明了方向，教师应紧紧围绕着标准内

容规划在作业内容，完成对数学作业的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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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设置特色作业，满足个性需求 [2]

初中数学作业设计应创新作业的内容和形式，使学

生通过丰富多元的数学作业体验，激发数学学习兴趣，

满足个性需要，发展数学学科能力素养。同时，教师还

需要灵活整合各类型作业，集中书面作业、实验作业、

实践作业等作业的优势，设计个性化的数学作业。

1.4优化评价方式，促进教学相长

初中数学作业设计应优化作业评价方式，发挥教学

评价的正面引导教学作用，使作业评价成为反馈教学效

果的有效途径，促进教师改进教学，增强学生学习信心。

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对教学评价方式加以创新，在教

师点评的基础上设计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评价环节，

高效反馈评价结果。

2  初中数学个性化作业设计具体要求

2.1根据课程体系标准，体现课标要求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和教材是数学

教学和作业设计的基本依据。在设计初中数学作业时，

需要充分参考课程标准，对照课程标准内容反思教学不

足，查漏补缺设置相应的数学作业，确保数学作业彰显

课程标准着重基础、强调普及、关注发展的特色，以符

合不同个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科发展阶段要求。

2.2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优化特色作业设计[3]

每一名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学习基础、学

习兴趣、学习能力、学习思维存在差异。设计数学作业

时，教师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设计作业内

容，推进学生思维发展与能力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学

生在持续学习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教师要把握学生数

学学习的变化情况，不断调整、优化作业方案，确保设

计的数学作业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2.3根据学生不同情况，把控作业题量与难易[4,5]

“双减”政策对初中学生的作业时长作出规定。此

背景下，教师应有意识的控制数学作业的数量，控制作

业习题的难度，保证学生在90分钟之内顺利完成书面作

业，保有一定的休闲、娱乐时间。不同学情学生的作业

完成能力存在差异，教师可根据这一特点，设置层次性

数学作业。针对基础不牢固、学习能力弱的学生，教师

可设计抄写作业或简单的填空题、选择题作业，夯实此

类学生的学习基础即可。针对有良好学习基础，且思维

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可整合课内外教学资料，提出一

至两个具有难度的问题，挖掘此类学生的数学潜能。

2.4细化落实批改讲评，促进学生认知反省

数学作业必须全批全改，针对学生的典型问题和错

误进行归纳和分析，通过反思评价促进教学改进。在讲

评作业前，教师要对讲评内容进行细致分析，提前确定

讲评的重点、难点，确保作业讲评过程详略得当，学生

能够在讲评学习中得到充分提高。针对基础题目，教师

着重讲解相关理论，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对于拓展性的题目，还需要针对多元解法和创新解法进

行归纳整理。除此之外，讲评过程中要注意与学生展开

互动，让学生在课上分享作业心得、讲评体会，加速学

生反省能力、认知能力的提升。

2.5有效融合信息技术，发挥现代技术作用

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初中数学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思

路。教师可使用信息技术手段设计初中数学作业，使作

业以不同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带给学生新颖的作业体

验。作业教学时，教师可以借助网络资源进行信息收集，

借助数据平台进行作业情况的统计与反馈等．

3  初中数学个性化作业设计实施及样例

3.1实施对象和设计内容

实施对象为本校七年级某班的学生，学生的基础区

别较大，对知识的掌握能力有一定差别，因此在充分调

研学情的基础上，采用个性化作业的方式布置作业，能

够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提高学生学习和作业的兴趣。

本研究的设计内容为七年级下《平方差公式》第一

学时。

3.2实施模式

团队主要采用“个性化作业＋数学超市+探索世界”

相融合的作业模式。这一作业模式实施的关键在于减少

作业量的同时丰富了作业类型，使学生在完成简单问题

的同时回顾更多数学知识，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成就感，

促进任一学生数学能力的提升。

3.3 “个性化作业＋数学超市+探索世界”模式控制

作业的时间

作业时间不是越长越好。可能每科老师都觉得自己

作业布置得不多，而实际上学生不可能只做一科作业，

各科作业加起来也就不少了。作为数学学科，团队认为

大部分同学完成时间每天控制在30分钟内。

3.4 具体设计和实施情况

样例：北师大版七年级上下《平方差公式》第一课时

【样例内容】

基础巩固型作业

基础巩固型作业是对应基础学习内容，围绕巩固数

学基本概念法则、公式定理，熟练掌握技能而设计的作

业。教师在设计和布置基础巩固型作业时，要全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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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的目标、内容、类型、难度、时间等与教学目标的

一致性和达成度，确保绝大部分学生都能较好完成。

1. 计算：(1) (3x+7y)(3x-7y) 

(2) (5m-n)(-5m-n) 

(3) (-2x+3y)(-2x-3y).

基础拓展型作业

基础拓展型作业，主要是在基础题的基础上进行一

定的拓展，属于简单综合性的题目，紧扣平方差公式的

深入理解。

2. 计算：(1) (an+b)(an-b)  

(2) (a+1)(a-1)(a2+1)  

(3) (x-3y)(x2+9y2)(x+3y).

综合拓展型作业

综合拓展型作业，主要是在基础题的基础上进行较

高的拓展，布置一定难度的提高题，紧扣平方差公式的

综合应用。

3. 计算2022×2020-20212.

4. 观察下面的解体过程，然后解答问题：

化简：(2+1)(22+1)(24+1)

解：原式=(2-1)(2+1)(22+1)(24+1)

=(22-1)(22+1)(24+1)

=(24-1)(24+1)

=28-1

化简：(3+1)(32+1)(34+1) (38+1)…(364+1).

“数学超市”作业

5. (1) 填空：(a-b)(a+b)= ________；

   (a-b) (a2+ab+b2) = ________；

   (a-b) (a3+a2b+ab2+b3) = ________；

(2) 猜 想：(a-b) (an-1+an-2b+…+abn-2+bn-1) = __ 

_______(其中n为正整数，且n ≥ 2)；

(3) 利用 (2)中猜想的结论计算：29-28+27-…+23-

22+2.

“探索世界”作业

6. 小组合作：小组内设计一个几何图形解释平方差

公式，画出图形并给出详细的说明。

【样例解析】

① 第1题是基础巩固型作业，以辨析和巩固基本知

识为主，立足于基础训练。② 第2题是基础拓展型作业，

适当进行拓展，强调知识点的变式运用。③ 第3、4题是

综合拓展型作业，以公式的灵活运用为主，具有一定的

综合性，立足于综合拓展训练。④ 第5题是“数学超市”

作业，注重知识点的深入理解，培养学生利用推理方法

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立足于思维训练。⑤ 第6题是实

践作业，培养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表达和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问题。

【评价要求】

1~4小题，可以采用教师批阅，及时指出学生错误，

并由学生及时改错的评价方式。教师评价不能仅仅评价

作业结果，更应关注作业过程。教师评价多注意学生错

误的归因，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作业习惯。5小题，可

以采用学生讲解，学生之间相互评判的方式，指出问题

所在，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6小题，以小组为单位，

设计问题并解决问题，并把实践过程的图片、数据等以

PPT的形式展示出来，在班级中分享小组成果，相互进

行评判。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充分给予学生表达的机会，

最终总结学生的实践结果。

【作业建议】

1、2小题要求能力偏弱的学生完成，完成概念的辨

析，巩固课堂所学知识。3、4小题要求全体学生完成，

要通过写出运算过程，使学生继续熟悉平方差公式的结

构特点。5小题要求能力较强的学生完成，主要强化学

生对平方差公式的应用能力。6小题要求学生分组完成，

体现数学核心素养和对数学知识的应用。

4  总结

双减政策下初中数学作业的布置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通过北师大版七年级下《平方差公式》第一课时的个性

化作业设计，能够体现出初中数学作业设置的新思路。

同时，学生的作业形式还可以多样化，老师们也应该在

教学中设计新颖的、有创意的作业。 “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要数学教师用心去设计作

业，学生就会喜欢做作业，进而喜欢学习数学这门学科，

就可以趣味盎然、废寝忘食的学习。只要学生对待学习

的热情浓厚，愿意去研究和探索，轻松高效的学习将不

再是教师的奢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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