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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办好满
意教育，才能引领复兴未来。不可否认，城乡教育、区域教育水平
参差不齐，课外辅导大量挤占学生时间成为义务教育的现状，“双
减”政策的印发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划出了负担红线，加快
课后练习创新设计成为提升小学数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措施。

1　小学阶段数学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与社会知识结合、与思考能力融合的现代教育理

念，得到小学数学教师的广泛认可。但是，在教学实践中，传
统教育理念依然影响深入，现代教育理念未得到有效应用，

“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式占据主流地位。数学作为小学
阶段重要的基础学科，是小学生打基础、利长远的关键学科。
广大小学数学教师采用现代教育理念和创新教学方式应用于教学
实践普遍不足，重复繁重的课后练习、充斥业余的课后辅导给
予家长、学生沉重的教育压力，学有所乐、乐在其中成为大多
数教师、家长及学生小学阶段数学教育的奢望。

2　课后练习创新设计的必要性
2.1政策规定
202 1 年 7 月，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正式印发，明确规

定了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阶段作业的时间限制，控制课后练
习时间已经上升至国家政策的高度，具有强制约束效力。

2.2阶段任务
小学阶段是夯实知识基础、全面健康成才的重要阶段，传统

课后练习作业繁重、重复低效，小学生普遍负担沉重，普遍难以
培养学习兴趣、塑造乐学品德，制约了高素质健康成长。

2.3学科特色
小学数学具有基础性、逻辑性、抽象性、精确性等特点，是

小学生难懂易错的基础学科。高效应用作业时间，创新设计课后
练习是有效提升小学生数学思维和数学能力的关键途径。

2.4学生特点
活动好动、浮躁粗心是小学生的显著特点。创新设计课后练

习，在有限的耐心学习、集中精力氛围中，尽可能帮助小学生掌
握更多数学知识，是事半功倍的学习方式。

3　课后练习存在问题及分析
3.1量大面广
小学数学教师为帮助学生强化数学思维，往往布置数量多、

涵盖广的课后练习。对于少数成绩优秀学生能够在较短时间完成，
但对于大多数学生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而且，许多家长朋友望子
成龙心切，在小学教师课后练习的基础上，额外增加课后练习，大
大增加学生负担，甚至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3.2重复低效
纵观小学数学教育阶段，教科书科学合理的规划了学习任务，

每天学习1-3个知识点，而小学数学教师布置的课后练习往往30
道题起步，重复低效的课后练习居多，坚持重点突出、难点聚焦
的课后练习导向树的不牢。

3.3个性不足
课后练习是夯实教育教学成效的重要环节。目前，布置课后

练习普遍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对全体学生设计同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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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内容的课后练习。课后练习设计缺乏层次性，缺乏针对性
的深度和广度，因生制宜、个性满足有所欠缺。

3.4趣味不强
考虑小学阶段承担培养学习习惯、厚植学习兴趣的天然使命，

贴近生活、充满趣味的课后练习题占比不足，小学生存在机械化、命
令式心态完成作业，难以切实融入课后练习学习，学习效果打了折扣。

4　课后练习创新设计的措施
4.1 聚焦质效性，课后练习突出质优高效
国家层面“双减”政策的出台，对课后练习的质效提出了

严格要求。基于“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
过60分钟”的规定，推算属于数学学科的课后练习时间不足30
分钟，这要求小学数学教师设计的课后练习要将质优高效发挥极
致。聚焦当天数学知识点的难点重点，优化设计数学问题12 个
左右，简单、适中、困难问题的比例适于 2 : 3 : 1。

4.2 聚焦基础性，课后练习突出贴近基础
小学阶段数学教育是帮助小学生打基础、利长远的关键时

期。这需要突出小学阶段数学教育的基础性特点，帮助小学生
具备基本数学学习思维能力。

4.3 聚焦逻辑性，课后练习突出思路印证
以应用题为例，应用题是小学阶段数学的重要学习内容，也

是小学生数学学习的疑难知识点，对小学生数学逻辑思维生活应
用的重要反映。这需要引导小学生在解答应用题时，建立数学解
题逻辑思维，列明每步计算步骤，形成完善思维链条，有效夯实
课堂学习的知识能力。

4.4聚焦抽象性，课后练习突出具象构造
数学作为一门惯用抽象思考的基础学科，是培养锻炼小学生

抽象思维能力的重要学科。以三角形为代表的平面几何问题，小
学生初次接触普遍难以掌握学习要领，难以在脑海中构建抽象图
形。这需要引导小学生抽象问题具体化、形象化，将思考问题得
到的抽象画面在纸上具体勾勒出来，以具象构造辅助问题解答。

4.5聚焦精确性，课后练习突出准确完善
小学阶段数学试题无论何种题型，具有答案精确性、唯一性

的特点。一年级、二年级小学生普遍知识掌握相差不大，学习成
绩先后的关键在于解答的精确性。这需要引导小学生从小培养认
真严谨的学习习惯，从而实现小学生全面掌握知识点的教育目标。

结论
近日出台的“双减”政策，吹响了加快小学数学教育课后

练习创新设计的号角。小学数学教师扛实教育主体责任，急需主
动聚焦课后练习存在的问题和小学数学教育的特性，在质效性、
基础性、逻辑性、抽象性、精确性上下功夫，创新设计课后练习，
在减轻学生、家长作业负担的基础上，推动教学质量、教育成果
凝聚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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