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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与学生兴趣培养

万宝英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易堂学校，中国·江西  赣州  342800

【摘　要】小学数学作业设计应以兴趣培养为导向，依托游戏化情境与生活化问题链接现实场景，打破传统作业的机

械性。通过游戏化、生活化、开放式探究等策略构建多元学习场景，促进学生主动探索与思维发展。研究提出遵循认知规

律的设计原则，强调知识习得与情感体验的融合，借助开放性任务与可视化表达降低作业机械性，提升学习内驱力。实践

表明，该模式为“双减”背景下优化作业效能、培育核心素养提供有效路径，助力实现学科育人与个体发展的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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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要求，数

学教育应立足学生发展，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思维。

当前“双减”政策背景下，优化作业设计成为减负增效的

关键。本文聚焦小学数学作业的趣味性与实践性重构，探

索如何通过情境创设与多元表达打破传统作业模式，助力

学生从被动完成任务转向主动建构知识，实现学科育人目

标与个体发展的双向促进。

一、游戏化任务——玩中学，算中趣

游戏化任务通过创设趣味性学习情境，将抽象知识转

化为可操作、具象化的活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内在动

机。其核心在于弱化作业的“任务感”，强化“体验感”

，通过角色代入、规则激励和即时反馈，让学生在自主探

索中自然习得知识，同时培养专注力与问题解决能力。

以人三年级上册“时、分、秒”单元为例:首先，开

展“时间小侦探闯关赛”。要求学生用钟表模型记录家庭

生活片段，如“从起床到出门用了多少分”“动画片播放

15分钟后是几点”，将时间计算融入生活观察。完成后上

传班级平台，同学互评“侦探星级”，强化真实场景的时

间感知。

其次，组织“校园时间规划师”角色扮演。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用“时、分”为单位设计课间活动安排表，如“

跳绳5分钟+收作业3分钟+自由活动7分钟=总时长？”，通

过模拟决策理解时间分配与计算逻辑[1]。

此外，设置“挑战1分钟”趣味活动。布置家庭任务：

闭眼估算1分钟后睁眼核对时钟，或统计1分钟内能完成多

少道口算题。通过身体感知与数学任务的结合，深化对时

间单位量感的具象认知。

二、生活化情境——数中有用，用中有乐

生活化情境通过挖掘数学知识与现实世界的深层关联，

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学科价值，从而自发产生

学习动力。其本质是打破课堂与生活的壁垒，通过真实任

务的驱动，使知识从“记忆符号”转化为“应用工具”，

在实践与反思中形成持久的学习兴趣与理性思维习惯。

以四年级下册“三角形”单元为例：首先，布置“家庭

三角探秘”活动。让学生在家中寻找至少三种三角形物品

（如衣架、三明治包装盒、自行车支架），用照片或简笔

画记录，并标注物品名称及三角形类型（如“衣架——等

腰三角形”）。通过观察与分类，理解三角形稳定性与功

能的联系。

其次，创设“校园修缮小助手”任务。提供操场破损的

篱笆图片（由木条构成四边形），引导学生思考：“为什

么篱笆容易变形？如何用一根木条加固成三角形？”鼓励

用吸管或纸条模拟操作，结合“三角形稳定性”原理撰写

改造建议，提交给学校后勤部。

此外，开展“菜地围栏设计师”挑战。假设学生有一块

长6米的篱笆围菜地，要求设计成三角形并计算各边长度（

需满足三角形三边关系）。可先用绳子在空地模拟围合，

再尝试不同组合方案（如2米+2米+2米或1米+2米+3米），

通过实践理解“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现实意义。

三、开放式探究——一题多解，创意生花

开放式探究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作业的思维定式，通过

多元路径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与创造潜能。它强调从单一

答案向多维解法转变，让学生在对比、验证与反思中深化

对知识本质的理解，同时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意识。这

种策略的关键在于设计具有包容性和挑战性的问题，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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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成为思维碰撞的舞台，而非机械重复的流水线。

以五年级上册“简易方程”单元为例，可设计以下开

放式作业：首先，布置“购物中的方程奥秘”。例如：“

小明用50元买了3支笔和1个笔记本，找回8元。已知笔记本

价格是笔的2倍，请用不同方法列方程并求解。”学生可

尝试以笔或笔记本单价为未知数，或通过总价关系建立方

程，对比不同解法的便捷性与逻辑性，体会变量选择的灵

活性。

其次，开展“家庭账单方程挑战”。提供水电费、购

物清单等真实数据，要求学生自主设计问题并列出方程。

如：“上月电费比水费多35元，两费总和为125元，如何用

方程表示？”鼓励学生用不同方式表达数量关系（如设水

费为x或电费为x），通过交流发现方程形式的多样性，理

解“未知数设定无唯一标准”的数学思想[2]。

此外，组织“方程变形创意赛”。给定基础方程

如“2x+5=15”，要求学生改编题目背景或调整条件（

如“2x+5比某数少3”），并尝试用不同步骤求解。通过改

编与验证，学生既能巩固等式性质，又能领悟方程与实际

问题的动态关联，避免僵化套用公式。

四、可视化表达——画数学，说数学

可视化表达通过调动多感官参与，将抽象的数学关系

转化为可观察、可描述的表征形式，帮助学生跨越思维障

碍。其价值在于将“无形的逻辑”外显为“有形的痕迹”

，让学生在绘制、讲述、修正的过程中，逐步建立清晰的

知识网络，同时发展直观想象与语言表达能力，使数学学

习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

以六年级下册“比例”为例：首先，开展“家庭迷你地

图师”活动。要求学生用比例尺绘制家中客厅的简化平面

图，标注实际长度与图上长度的换算关系（如“实际3米=

图上6厘米”）。通过测量、计算与绘图，直观体会比例尺

的核心作用，理解“图上距离:实际距离=1:50”等表达式

的现实意义。

其次，布置“饮料调配实验室”任务。提供浓缩果汁

与水的比例为1:4的配方，让学生在家按比例调配并记录过

程。例如用不同容器（杯、勺）量化配比，用彩色笔画示

意图（果汁1份红色+水4份蓝色），用口头描述解释“为何

200毫升水需加50毫升果汁”，从操作中深化“比与份数”

的对应关系。

此外，组织“身体比例发现家”探究。让学生测量自己

脚长与身高，计算“脚长:身高”的比值，收集全班数据后

绘制成柱状图或折线图。通过对比个体差异与普遍规律（

如近似1:7），用简短视频或手抄报分享发现，体会比例在

数据分析中的应用价值[3]。

这类作业将比例的意义、性质与应用融入视觉化创作与

语言输出，使抽象的数量关系转化为可触摸、可分享的成

果，让学生在“做数学”与“说数学”的互动中，自然形

成对比例概念的深度理解。

策略名称 核心目标 实施方法 案例（精简）

游戏化
任务

弱化任务
感，强化
体验感

角色代入、规
则激励、即时

反馈

三年级“时间小侦探闯关
赛”：记录生活时间，互
评星级；小组设计课间活

动时间表。

生活化
情境

打破课
堂与生活
壁垒

真实任务驱
动，观察与操

作结合

四年级“家庭三角探
秘”：寻找家中三角形物
品；“校园修缮小助手”
：用木条加固篱笆。

开放式
探究

激发多维
解法与创
新意识

多元路径设
计，对比与验

证解法

五年级“购物中的方程”
：多方法列方程求解；“
家庭账单挑战”：自设问

题并解方程。

可视化
表达

将抽象逻
辑转化为
有形表征

绘图、操作、
数据分析

六年级“家庭迷你地图”
：按比例尺绘制客厅；“
饮料调配实验室”：调配

并图示比例。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兴趣培养视角下的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为落

实核心素养提供了实践范式。未来需进一步关注作业评价

的动态性与个性化，结合技术手段优化反馈机制，深化家

校协同育人，为基础教育改革注入持久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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