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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课后作业的优化设计实践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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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素质教育改革教育的广泛推广和不断深入，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了“双减”政策。基于“双减”

政策下，初中生物教师需要秉承着“增效减负”的理念来优化课后作业设计，旨在减少学生的学业压力，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具体来讲，

教师需要通过课堂观察和课下访谈来了解学生的思维认知层次、知识掌握程度，并结合课程大纲要求、重点教学内容来优化课后作业设计，

进而能够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知识、锻炼实践技能，不断提升他们的生物综合素养。基于各种现实因素的限制，传统模式下的生物课后作

业设计存在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业设计质量和育人功效。鉴于此，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围绕生物课后作业设计展开深入探究，

剖析初中生物课后作业设计中所存问题，进而能够对症下药，提出具体的优化设计策略，旨在为教师完善课后作业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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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初中生物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到课

后作业设计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能够让教师

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同时，还可以让学生针对性夯实所学内容，

最终能够进一步提高生物课程教学质量和效率。为满足课程改革

发展所需，教师应在整个课后作业设计的过程中渗透“增效减负”

理念，即通过创新设计方式、丰富作业内容等方式来提高作业设

计质量，吸引学生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探究和思考，使得他们

能够在作业探究中完成知识内化和技能运用，最终让他们的生物

学习能力得到稳步提升，进而顺利完成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

教学任务。为进一步提高生物课后作业设计的实效性，教师有必

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学情、课程的要点内容以及教师的教学风格来

创新和优化生物课后作业设计，为他们后续步入高阶学习阶段奠

定坚实的基础。如何进一步优化生物课后作者设计是当前教师们

亟待剞劂的中啊哟议题，本文将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深入探究，为

教师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一、双减背景下初中生物课后作业设计中所存问题

（一）作业设计观念陈旧

基于传统教学模式下，多数初中生物教师深受固式思维的限

制，仍习惯于在传统理念的引领下设计语文作业，为学生提供大

量且重复的练习题，认为他们在经过反复练习之后便可以掌握语

文知识和解题技巧，进而可以应对后续的卷面考试。由此可知，

教师会以提高学生考试成绩为目标来设计课后作业，但是海量的

语文习题虽然可以短暂地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但是这种机械式

地练习方式会逐渐消磨学生的学习热情，打击他们的自主意识，

最终无法促进他们的个性发展，同时，还会影响课程教学质量。

（二）作业形式亟待创新

结合笔者的实践调研可知，多数初中生物教师在设计课后作

业时，习惯于为学生布置抄写概念、定义以及公式等基础性祖业，

很少为学生设计各种趣味性或探究性作业。这样基础性的作业虽

然能够帮助学生深化对基础内容的认知和理解，但是却很难将以

上基础性内容运用到问题探究和实际生活中。除此之外，一些教

师并未打破固式思维来创新作业设计方式，即并未为学生布置设

计生物实验、设计思维导图以及参与校外调研等作业，最终很难

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进行有效内化，无法大幅提升学生的生物实

践应用能力。

（三）作业内容比较陈旧

一些生物教师习惯于在传统教学思想的引领下设计生物作业，

一般情况下是以抄写和背诵为主，但是这种内容乏味、形式单一

的作业形式很难调动学生的作业探究意识，甚至繁重且乏味的作

业还会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消磨他们的学习热情，最终仅仅是

敷衍地完成作业任务，无法发挥生物作业设计意图。此外，生物

作业多是由教师自主设计的，并未着重考虑学生的切实需求，使

得他们处于被动学习状态下，无形中降低了他们无课堂参与度和

活跃度，最终影响生物课程教学质量。

（四）作业范畴深受限制

基于传统教学模式下，多数教师会选择给学生布置书面作业，

其内容也多是依据教材内容和课程大纲来设计的，并未结合学生

的发展需求来进行拓展和延伸，究其根本，是因为生物作业设计

范畴受限斗志的，很难让学少接触到教材以外的知识和技能，更

无法引导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得到升华与反思，最终不利于

学生的生物综合素养的形成。

二、初中生物课后作业设计的要点分析

一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初中生物课程中包含有各种繁杂

且细碎的理论知识，并且涉及到各种极具实践性、规律性的生物

实验，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对学生的生物综合素养有

着较高要求。基于这一背景下，初中生物教师需要立足于核心素

养视域下来设计多种形式的课后作业，着重体现学科规律、人文

素养、品质技能等要素，从而能够使得学生在作业探究的过程中，

使得自身的基础水平、实践能力、人文素养均得到有效提升，并

为他们的后续深入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彰显学生主体地位，在进行作业设计思路探究和内容

选择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贯彻落实“以生为本、立德树人”的育

人理念，与此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现状、实际需求

来创新作业设计形式与内容，最终能够使得学生在极具趣味性、

启发性、实践性的作业设计中内化所学的生物知识与技能，同时，

还能够激发他们的生物课程学习热情和动力，最终充分发挥生物

作业设计功能，高效完成既定教学任务。

三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教师在设计生物课后作业时，需

要保证所设计的内容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且还应结

合课程大纲、教学重点来优化作业内容、创新作业形式，最终帮

助学生深化对所学内容的认知和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应适当

提高作业的延伸性、探究性以及层次性，以此来满足学生的多种

需求，不断提升他们的生物综合能力。

三、初中生物课后作业的优化设计实践策略

（一）设计基础性生物课后作业

为了帮助打下坚实的基础，初中生物教师可以尝试为学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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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基础性书面作业来帮助学生记忆原理、定义、概念、公式等基

础知识，为他们参与实验探究和解决问题奠定基础。但是在此过

程中，教师所设计的基础类作业应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多样性，

在尊重学生学科思维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设计课后作业。此外，教

师还应充分思考和探究生物课程标准，以此来帮助学生明确要掌

握的重难点知识，使得学生能够开展针对性学习。比如教师在为

学生讲解概念时，特别是讲解人体代谢、生物体结构层次、生殖

器官生长发育、遗传变异等相关概念时，可以尝试引入归纳法、

对比分析法等方法来帮助学生理清生物概念的逻辑关系，并帮助

他们建立概念体系，最终能够使得他们以概念图等书面作业的形

式来夯实基础知识。在此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利用迅捷画图、

百度脑图、幕布、Mind Master 以及 PPT 等软件来辅助作图，并保

存信息，使得他们的学习能力得到提升。教师通过为学生设计多

元化基础性作业，这样，不仅能够发散学生生物思维，还可以渗

透生命观念，最终能够实现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知识、锻炼实践技

能以及活跃生物思维的目标，与此同时，还能够尽可能地满足学

生的个性化需求，最终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设计实践性生物课后作业

为进一步体现生物课后作业设计对课程教学的辅助作用，教

师可以尝试为学生设计探究性作业，以此来激发学生参与课堂学

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能沉浸到实践情境中来获得深度体验，最

终能够有效锻炼他们的实践探究能力，发展他们的生物核心素养。

其中教师可以为学生设计种植养殖、参观调查以及生物技术产品

制作等实验性作业内容，以此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比如在为

学生讲解“无性生殖”相关内容时，便可以为学生布置“多肉扦

插繁殖”实践作业；在教学“植物的分类”相关内容时，可以为

他们设计参观植物园并总结调查报告的作业内容；或者，在讲解“生

物技术”相关内容时，可以为学生设计“制作酸奶、泡菜以及红

酒等生物作品”实验作业，从而能够使得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之

余，能够在实践类作业探究的过程中内化、吸收所学内容，最终

实现举一反三和学以致用。其中教师应设计与实际生活紧密相关

的生物实践性作业，这样，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他们在问

题驱动下参与到实践操作中，不仅能够深化对知识的内化和理解，

还能够逐渐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

（三）设计层次性生物课后作业

为了渗透“增效减负”理念，初中生物教师需要在保质保量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生物课后作业设计的功能价值，其中教师可以

结合学生的不同层次来设计不同层次的课后作业，最终能够使得

不同层次的学生均可以在课后作业探究的过程中得到提升。基于

此，教师有必要充分了解学生的认知层次、基础水平、接收能力，

并以此为依据来将班级学生划分为不同层次，比如学优生、中等

生以及学困生。在此之后，教师还应根据不同层次学生提出的不

同需求来设计极具针对性、层次性的课后作业，以此来保证他们

均可以得到有效发展。比如在为学生讲解“光合作用”相关内容时，

针对学困生设计以下作业内容“同学们需要结合课后微课视频来

探寻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时需要哪些条件？”另外，还可以针对

中等生教师可以设计以下作业内容“与光合作用有关的酶最可能

分布在哪里？”最后，还需要针对学优生设计以下作业内容“请

同学们结合对文本的认知和理解来解释不同条件是如何影响光合

效果的？”这样，教师通过设计不同层次的作业能够满足学生的

不同学习要求，即可以夯实他们基础的，启发他们潜能，拓展他

们思维，最终完成培育他们核心素养的教学任务。

（四）设计探究类生物课后作业

教师还应结合课程大纲和学生需求来设计探究类生物课后作

业，以此来活跃学生思维、启发学生潜能，以此来深化他们对知

识的认知、理解以及创造，最终能够成功拓展他们的认知视野，

丰富他们的知识体系。鉴于此，教师可以为学生设计探究性作业，

使得他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真情实境中的问题，旨在促进

学生学科思维发展，提升他们综合运用生物知识的能力。在此过

程中，教师应充分彰显学生的课堂地位，挖掘可用的社会资源，

来为他们设计多样化的探究性作业。比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反

射弧”相关内容时，便可以设计制作生物模型的作业；在讲解“光

合作用”时，可以引导学生结合周围湖泊资源自制反应装置，探

索沉水植物黑藻光合作用的实验。其中教师所设计的探究性作业

不仅要符合课程特点，还应满足学生切实需求，并一步步引导学

生借助所学知识来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使得他们在实践探究的

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生物综合能力。

（五）设计综合性生物课后作业

为了促进学生能够均衡发展，教师还可以尝试在作业设计中

渗透跨学科思维，多数情况下，实际问题是很难依靠一门学科知

识来解决的，往往需要整合多门课程内容，为此，教师可以尝试

为学生设计综合性作业，来帮助他们实现不同学科内容的有效融

合，并且还能够切实提升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这样，能够切实

激发学的融合意识，促进他们的未来发展。鉴于此，教师可以依

据教材内容、研学旅行、主题活动、生物学艺术活动来为学生布

置综合性作业。比如教师在讲解“生物的起源与进化”相关内容时，

可以为设计以下作业“同学们子啊完成博物馆参观、学习之后，

是否能够借助生物、历史、语文知识来进行研学写作”或者，教

师子啊讲解“传染病”相关知识时，可以为学生设计融合信息技术、

美术、戏剧等其他学科的海报制作、宣传片录制等综合性作业，

这样，能够逐渐锻炼学生的跨学科思维，使得他们能够整合多个

学科知识来解决各种生活中问题。

四、结语

总而言之，处于现代化教育改革视域下，初中生物教师应秉

承着“增效减负”的理念来设计生物课后作业，旨在提高作业设

计质量，帮助学生夯实基础。其中教师可以设计基础类课后作业、

设计探究性作业、设计层次性作业、设计实践类作业以及设计综

合性作业，以此来提高课后作业设计质量，提高学生参与课后作

业探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实现培养他们学科素养的教学目标，

最终能够推进初中生物课程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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