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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在教育大辞典中对其的定义是：根据教师要

求，学生在课外时间独立进行的学习活动。然而，若搜

索百度词条，则会发现有各种奇葩解释，“一种在课堂

知道了还要在课堂外写的怪物”，“教师认为越多越好，

学生认为越少越好的一种奇怪的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

“一种制造黑眼圈和心理疾病的东西”[1] 等等。可见，对

作业的认识，在教育领域里面实施者和接受者尚未达成

共识的。1

我们以前说的作业模式是在凯洛夫理论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教育工作者对其发展后延续至今的模式，是一种

旧作业模式。旧作业模式是教师在课堂讲授新课后，学

生于课后从事背诵、抄写、计算等形式的学习来巩固所

学内容和扩展相关知识，教师再利用课上或课下进行作

业检查，最后再形成学生对知识掌握情况的反馈意见。

旧作业模式之所以能够经历数十年而不衰弱，必然

有其特定的优势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巩固，但同

时它也有其明显的弊端。

一、旧作业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机械性重复多、趣味性创新少

旧作业模式中作业主要体现在背诵、抄写、计算等

方面。背诵一个自然段、整篇课文等屡见不鲜，但是，

背诵之后，又会有多少记忆？又会有哪些收获？基本上

没有什么研究，背过之后也就没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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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法杜绝学生相互抄袭作业

做作业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通过作业的形式将课堂

上所学内容进行巩固、提高，但有的学生纯粹就是应付

老师，课下自己不做，等着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这样

就违背了教师布置作业的初衷，也失去了作业的意义。

3. 教师检查作业工作量大

布置的背诵、抄写或计算等作业，教师在检查时需

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背诵，上新课之前检查背诵，

但是由于时间限制，不会检查很多，也就 3、4 个人。抄

写或计算，教师要利用休息时间或晚上回家再进行批改，

费时费力，工作强度大。

4. 信息反馈滞后

教师在第一天布置完作业，第二天甚至于第三天才

会再上课，中间隔了较长时间，学生本来课堂上不理解

的问题或作业中的问题，随着间隔较长时间，可能都忘

的差不多了，等再上课，需要再重新回忆，往往事半功

倍，效果较差。

5. 学生之间的互动较少

旧的作业模式主要是教师布置作业，学生完成，是

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没有将学生与学生之

间的互动和交流融入其中，实际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

互动也是学习知识，促进学习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

6. 不太适合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现状

旧作业模式是在大教学体系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模式。

而近些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职业院校的职业特点

和学生学习的现状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职

业院校来说，不仅要重视学生知识的增长，更应该重视

学生能力的培养，把学生实验、实践能力的提高放在十

分重要的位置上 [2]。

二、“新作业模式”的提出

针对以上“旧作业模式”所提到的弊端，总结我

浅谈职业教育化学教学中“新旧作业”模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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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团队教师数十年教学的经验，再结合职业教育自身特

点，我们认为，应该对“旧作业模式”进行改进，以适

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人才培养方案的标准，适

应职业院校学生学习的特点。改进后的作业模式我们称

为“新作业”模式。新作业模式是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教师授课地点不再局限于课堂，

而是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作业可在线上进行布置、解答、

批改，教师与同学，同学与同学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

流、沟通的一种线上线下混合模式。这种模式应该具有

以下特点。

（一）作业应该突出职业性，人文性

职业教育具有多个特征，其中培养目标是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其他特征。职业教育

具体的培养目标多样，几乎覆盖社会的各行各业，但就

其人才类型而言，主要是技术型人才。职业教育的教学

目标是要为社会培养服务于生产、建设、服务第一线的

技术型人才，为学生从事某一职业提供的职业准备教育，

其目标是形成学生的职业能力，促进学生的职业化。此

外，还要具有培养良好品行和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作用。

作业作为重要一环，亦应和这个目标相切合，内容应突

出职业性和人文性。

（二）作业应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单纯的布置书面作业及纯理论的知识与职业教育的

职业特点和要求是相背离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应考

虑学生掌握理论技术所必需的理论基础以及相应的应用

能力。但是，理论技术并不排斥经验技术，而且多以经

验技术为基础。同时，理论技术的应用还会伴随出现新

的经验因素，因而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必须十分重视理

论技术与经验技术的结合。实验、实训与实习等实践课

程应占较大比重。那么在作业方面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丰富作业的实践形式和内容。

（三）作业要能实现层次性和多评价性

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的评价将直接影响学生完成作

业的热情。因此，布置作业要有开放性，所有学生都能

完成。教师可从多方面为学生提供多元化评价，满足学

生的不同学习需求与心理需求，使学生获得自信心，激

发学习兴趣，开发学习潜力。另外，评价既可以是教师

对学生评价，也可以是学生间相互评价。

三、“新作业模式”的实践

新作业模式这个概念至今还没见有相关报道，但是

关于线上线下的混合作业模式在某些文章中有所出现，

而且很多的老师已经在教学中摸索和实践。因此，新作

业模式虽然是个新名词，但是内容和形式却是已经在很

多的场合、很多的学校应用。我们参考其他兄弟院校好

的经验，然后选取学校部分班级组成实验班，实行新

作业模式。具体过程包括：（1）宣传新作业模式的优势

（2）师生构建网络平台（3）教师在网络平台建设作业资

源（4）具体实施某章某节的网络作业，其中又包括很多

的小项目如：擂台赛、微视频、入门测、出门测、齐动

手等等。一学期结束时，实验班与普通班进行对比（见

下图）。

项目 实验班 普通班

人数 225 135

手机上网时间（h/d） 2.5 2

作业时间（h/d） 1 1.5

化学作业时间（m/d） 20 30

独立完成作业统计 97% 54%

成绩统计（合格率） 71% 59%

对作业满意度 85% 56%

作业兴趣值（10 分） 9.0 6.0

教师批改作业时间（m/d） 20 50

教师准备作业时间（m/d） 30 5

从对比情况可以知道，实验班的手机上网时间虽然

长了点，但是作业时间大大缩短了，而且独立完成率有

了明显提高，成绩合格率也有了大幅度上升，且学生对

作业也更感兴趣了。虽然教师准备作业的时间增加了，

因为要在网上重新建设作业资源，但是教师批改作业时

间明显减少，且教师只是第一次建设作业资源时用时较

长，等资源建好后，将会大大缩短时间。

我们在学期末，对部分实验班学生进行了访谈，目

的主要是了解学生对“新作业”模式的适应情况，满意

度，了解学生的真实感受和想法，从访谈情况可以发现：

1. 大部分学生都比较认可这种方式方法，积极配合

和主动去做。印象较深的是有一名同学在开始听到我说

的这种方法时，说了句“真洋气”。可见，学生还是非常

喜欢新鲜事物，认可新鲜事物，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

2. 所有学生都有了竞争意识和紧迫感，都能积极的

按时、独立完成作业，效率得到了大大提高，自学能力

也得到了加强。

3. 大多数学生认为这种模式能够增进师生间的交流

沟通，更有同伴相互交流，相互点赞，普遍表示喜欢这

种作业方式。

四、总结

综合比较实验班学生在“新作业”模式后的作业表

现、学习成绩表现，结果表明，实施“新作业”模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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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作业积极性提高，完成率接近 100%，学习成绩也

有了较大幅度提高，获得较满意的教学效果。这种模式

契合了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学生将作业作为负

担的情况有所改观，也提高了教师批改作业的效率。但

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新作业”模式对教师的教育信息化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角色要从知识传授者和学习成绩

的评价者，转变成架构学生知识结构的协助者和促成学

习能力的合作者。

其次，“新作业”模式还需要进行深耕细作。任何

的教学模式都不是全能的，也不是全方位适用的，有些

课程可以开展，有些课程不方便开展，有些章节便于开

展，而有些章节则不便于开展，都需要我们根据课程

情况，教师深入分析，力争达到发挥其最大优越性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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