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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语文教师认为布置大量的语文作业就能帮助学生
更好的巩固课堂知识，如：机械的抄写性作业，写命题作文或
日记，做配套的练习册，甚至购买同步试卷。在这一股脑儿的
作业背后，学生叫苦不迭，敷衍了事；家长埋怨自家孩子不听
话，埋怨作业量过多；教师办公桌上的学生作业堆成一座座小
山，边批改边抱怨孩子作业马虎，抱怨家长不负责任。所以作
业就成了压在教师、学生和家长面前的一座大山，也成了诱发
学生厌学、逃课的重要因素。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当下，对小学高段语文作业设计的改革
已是当务之急。所以笔者认为，小学高段语文创新作业的设
计，要做到课内外结合，校内外沟通，打破学科之间的界线，
整合学科资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设计。

1　作业数量在精不在多，语文作业设计内容要精细化
大部分教师都明白，作业量并非越多学生的成绩就越好。

然而教师在布置语文作业时又会担心作业量太少，学生就无法消
化好课堂所学的语文知识，成绩就会比别班的孩子差。小学高
段的学生要学的科目较多，学习任务重，每天至少会有语、
数、英三门科目的作业。笔者认为，小学高段的语文家庭作业
时间不宜超过半小时，教师应针对教学目标设计高效的作业。

如在学完古诗《竹石》后，传统的作业一般是布置学生回
家抄写古诗和诗意，完成相配套的练习册，然后将古诗背给家长
听，并默写古诗。这种作业对于学生来说要花费的时间较长，他们
肯定会不耐烦地完成，作业效果较差。但是，如果教师设计以下作
业：请学生用彩笔，完成《竹石》的诗配画。结果第二天检查发现，
学生很乐意并会主动去完成，不仅会将这首诗工工整整地写下，还
会主动去理解诗意并配图画，作品完成后会有满满的成就感。这类
咏物诗也是考试中常常出现的题型。运用的托物言志的手法，作者
通过对竹石的描写，作者着重刻画了竹子牢牢扎根在岩石中，即使
面对四面八方的狂风洗礼，依旧没有一丝屈服的迹象，通过让学生
们画竹，学生们轻松的感受到作者寄托的情感。

2　把握作业难度，设计分层式作业
我们的学生都是独立个体的人，他们智力、兴趣、性格、

思维能力的层次都是不一样的。为使不同层次的学生能通过完成
好语文作业获得成功的体验，使每个学生得到最优发展，教师设
计的语文作业必须多层次，有差异。对于学困生，适当降低他们
作业的难度，设计一些看拼音选词语、录制视频等趣味性较强的
作业。对于中等生，适当拔高要求，设计语言文字积累、课外阅
读、动手操作性的作业，满足他们渴求知识的心理。另外设计一
些难度较大的作业作为附加题，如文言文解说，名著讲解，谈某
本课外书籍的读后感等。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有差异性的作业，
能有效提高所有学生的语文能力。

3　改变作业形式，设计多样化作业
新课标要求作业设计应是开放的，应努力让不同学生乐于作

业，作业有所获，发挥减负提质的作用。因此，课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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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业是学生学习语文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教师对语文课堂教学的延伸与巩固。众多小学高段学生和家长对教师
布置的作业不大满意，将语文作业视为学习的累赘，时常出现敷衍作业或不完成作业的现象。目前的小学高段语文作业设计存在较
多问题，教师自主设计作业意识淡薄，缺乏经验性、创新性；作业评价方式单一，缺乏人文性、关怀性。因此，为增强作业的高效
性和趣味性，语文教师应该创新语文作业设计，丰富作业内容、变化作业形式，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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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计不同形式的作业：如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网络有利于青少
年成长或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资料，然后以此为主题在课堂上开
展辩论赛。这不仅达到了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同时对学生的健
康成长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再如五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关于调
查研究报告和演讲稿书写教学，可以结合班级或社会的热点难点
问题进行分析，如关于班级学生眼睛近视原因的调查研究报告、
竞选班干部演讲稿等等。让学生明白语文来源于生活，生活处处
有语文的道理。

在学习完伟人毛泽东这个单元后，可以布置学生制作以“伟
人毛泽东”为主题的手抄报，或摘抄毛泽东同志生平创作的诗词，
讲述毛泽东同志的故事等作业。在学习到《汉字真有趣》这课时，
可以在课后开展综合性的学习活动，让学生们做一期有关中国汉
字的研究，从早期的甲骨文开始研究，了解一些关于中国汉字的
趣闻，去了解中国汉字每个偏旁部首的意义，去了解独体字、 象
形字、会意字等相关知识，安排这样的作业内容， 比让学生抄写
汉字有趣的多， 学生也都乐意去完成。写作文，是令很多学生头
疼的一件事。写作技巧很关键，创新设计也能起到一定作用。比
如：在课堂教学时可以采用绘制有趣的思维导图的形式代替传统
的框架式的作文大纲，在写作前可以让学生参与体验，找准写作
时机。写作时可以采用图片配文字的形式。

4　丰富作业内容，做趣味性作业
曾有不少教师笑言：“真不懂现在的学生，看电视剧可以

两三个小时不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都可以强忍，做起作业来几
分钟都坐不住。”这看似好笑，却值得教师深思，不是学生好动，而
是我们的作业实在不吸引他们，有趣的作业学生肯定会喜欢。手机
里面的“看图猜成语”游戏，学生爱玩，大人也爱玩。假如教师也
能设计这么有趣的作业，学生能不主动完成吗？教师在设计语文作
业时可以根据小学高段学生的特点进行创新。如将抄写型作业换成
词语积累、资料搜查手抄报等形式，将朗读换成影视配音、课本剧
表演等。将机械重复性的书写作业换成画一画，演一演，唱一唱，
说一说。这样的话，还怕学生不愿完成语文作业吗？

5　结束语
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小学高段语文创新作业的设计，是解决当

前学生厌学、怕做作业的有效途径，但要让每一位教师从思想上、
行动上彻底扭转过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把作业的选择权、支
配权还给学生，让学生找回学习的主动权，学生才能真正从内心
里喜欢做作业，把做作业当作一种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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