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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特色作业创新设计
肖稀熙 1　贺文楷 2　明　巍 3

（1. 黄石市中山小学，湖北 黄石 435002；

2. 黄石第十四中学，湖北 黄石 435002；

3. 湖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随着中小学生学业减负增效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社会上对中小学生的作业关注度更高，但目前的中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仍

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强调知识点传授、强调书面写作、强调“题海战术”等问题，影响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另一方

面是盲目减负，对于数学作业不作为，忽视了增效的教育方针。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析，并按照个性化、能动性、实用性的原则设

计作业，以训练小学生的数学思维，提高小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同时促进学生数学学科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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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是小学数学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能够有助于孩子提高

对知识点的掌握，推动他们综合能力的提高。课堂教学的知识量

是很有限的，需要作业的延续和补充。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和“双

减”政策的出台，通过优化学生作业设计，调动了学生的作业兴趣，

从而真正缓解了小学生的作业压力，促进学生个性潜能的发展，

成为众多一线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渗透文化，让小学数学作业更有高度。

数学并不只是自然科学的重要基础，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文明

动力，它本身也有着宝贵的人文价值。所以，老师在作业设计时

要发掘人文资源，渗透人文内容，使学生从写作中体验数学人文，

感悟数学思维与方式，从而涵养数学精神。

例如，在《运算定律》这一单元中，教师可设计如下作业：

图 1. 高斯求和阅读材料

根据以上的材料阅读，设计如下作业：

基础类：

（1）198+199+200=

（2）1+2+3…+48+49+50=

探究类：

（3）2+4+6+…96+98+100=

（4）1+5+9…+89+93+97=

（5）5+10+15…+90+95+100=

这项作业以“高斯求和”这一经典数学历史故事为载体，既

提高了学生数学阅读、思维和计算等基本能力，又带领学生走进

经典的数学问题，并感受从已知探索未知的科学发现之旅，表达

了丰盈的人文意蕴，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对于解决数学问题的兴趣。

2. 融入生活，让数学作业更有温度。

数学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在小学阶段，学生的认知发

展水平还处于相对感性的阶段。数学教师要善于发现与现实生活

相关的数学知识运用，将这些现实生活中数学知识的运用融入到

我们的数学教学中，这样对学生激发学习兴趣、增加经验积累、

提升数学素养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现实生活与数学学

习的交汇处设计作业，可以增加学生的数学经历和体验，有助于

学生用数学的眼光看世界，用数学的思维发现和解决问题，感受

数学的应用价值。

例如，在学习“单价 × 数量 = 总价”这一数量关系式时，可

以设计如图 2 这一采购清单表格，请学生去超市调查填写表格。

图 2. 采购清单表格

该项作业刻意引导学生将现实生活中的采购行为用数学语言

进行记录，完成数学抽象；并通过大量的实践，熟练利用“单价

× 数量 = 总价”相关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数学应用于生活，

进而形成一个“生活—数学—生活”的学习闭环。

3. 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让数学作业更有维度。

学生对于知识的认识往往比较直观，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

力，在“动”中了解数学知识，在“动”中提高思维能力，对前

面的知识加深了印象，也从实践中发现了新知识，提升了思维能力。

例如，在教学《认识平行四边形》时，可给学生布置这样的作业：

制作一个平行四边形框架，动手拉一拉，看一看，找一找，

体会平行四边形的不稳定性，总结同周长的平行四边形和长方形

的面积大小关系。

经过大家的动手实验，终于得出了结论——将正方形拉为平

行四边形后，周长不变，但面积明显减小。动手实践是小学数学

教育中的一个主要的教学手段，他们在自主探究中经历知识形成

的全过程，让数字课堂富有了生命力。

4. 分层教学，让数学作业更有梯度。

以人为本的分层作业设计，在数学课堂教育教学中按照学生

的数学基础、心理素质等因素实施作业分层设计，使不同层次的

学生达到应有的提高，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按不同的对象因材施教，

做到有的放矢，真正提高学生素质以及个人综合素质，符合新课

程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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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学习《混合运算》时，可设计这样的作业：

基础类：计算下面各题。

2400÷80-14×2

108-（83+360÷60）

（420+60）÷（375-345）

420÷[（205-198）×4]

460÷（29-18÷3）           1450÷[2×（16+9）]

提升类：在下面的式子里添上括号，使等式成立。

（1）7 × 9 + 12 ÷ 3 - 2 = 75

（2）7 × 9 + 12 ÷ 3 - 2 = 47

（3）88 +33 - 11 ÷11 × 2 = 5

5. 突出探究，让数学作业更有深度。

探究性数学作业的设计目的就是希望引导孩子们通过自己独

立思考，提出相应的问题，并灵活运用掌握的数学知识去解决问题，

以便于在巩固所掌握知识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取新知，并辅以

老师的引导与教育，如此往复，实现良性循环，提高学生学习数

学的兴趣。

例如，在学习《一亿有多大》时，可布置如下作业：

图 3.《一亿有多大》探究方案

翻转课堂，以学生为主体的数学课堂

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让学生去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和

解决问题，教师作为课堂的引导者和推进者，让学生真正成为课

堂的主体。教师布置的作业可以是通过数学画板设计的一段动画

或者是录制的几分钟的微课，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完成家庭作业，

第二天再在课堂上分组讨论问题，得到问题的结论。以行程问题

为例，如图 4，运用几何画板设计相同路程不同速度两辆汽车的

运动状况和相同时间不同速度两辆汽车的运动状况，设计相关微

课，让学生在微课中体会路程、速度和时间三者的关系，并且提

出自己的问题。

图 4. 行程问题演示动画

小学数学是学生数学的启蒙阶段，如何有效地提高小学数学

作业的设计任重而道远。小学数学教师应该本着教育的初心，发

觉每一个孩子的数学潜质，既要根据孩子的不同情况进行分层作

业设计，又要以学生为主，让学生成为小学数学教育中的主体，

积极引导学生探究数学问题，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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