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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校数学教学中学生课后作业的设计分析 
史苏林 

（常州科技经贸技工学校  213100） 

摘要：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的方式，对当前技校数学教学中学生课后作业的设计方法进行了分析，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实例

分析的方式，介绍了当前技校数学教学中，学生课后作业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具体解决方法，以期通过提升课后作业设计水平的方

式，提升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水平，希望能够给高素质技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启发。 

关键词：技校；数学教学；课后作业 

 

引言：课后作业作为当前教师切实了解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

的重要文本，在当前技校数学教学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现阶

段，为了保证课后作业的作用在技校数学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在

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等信息的基础上，对作业的

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成为了一项极为必要的工作。 

一、技校数学教学中学生课后作业设计方法 

大部分技校学生的数学基础较为薄弱，数学知识学习积极性不

够高，这一情况的出现不仅使得技校数学课堂教学氛围较为压抑沉

闷，还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进而给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造成极

为严重的阻碍，现阶段，为了切实解决上述问题，采用如下方式，

切实提升课后作业布置工作的质量，可以为学生知识掌握水平的提

升、学习态度的优化提供有效的支持。 

（一）明确作业布置目标 

课后作业是帮助学生巩固课堂所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技校教师

在布置数学课后作业的过程中，应当明确作业布置目的，以便达到

切实提升作业布置质量的目的。具体来说，首先，为了逐步提升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当前的技校学生培养过程中，教师应当避免

作业中包含过多强调数学技巧的单一化习题，通过合理利用作业培

养与提高学生数学知识应用能力的方式，提升对作业内容与所学知

识点之间的联系，为学生数学知识掌握能力的提升提供支持。其次，

考虑到课后作业是对学生课堂所学知识的延伸与巩固，对学生的作

业完成情况进行审查，有助于帮助教师更好地掌握学生对课堂所学

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从而为后续课堂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参

照。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利用数学课后作业实现学生数学素质与教

师教学能力的共同提升，在作业布置过程中，教师不应当尽量避免

作业内容“包罗万象”、“过分拔高”，而是应当在明确课堂教学重

点与学生学习进度的基础上，尽量选择与课堂例题相配套的习题作

为课后作业，通过这种提升课后作业针对性的作业布置方式，不仅

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完成课后作业的信心，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

课后所学知识内容的有效巩固。最后，考虑到技校学生日常实训课

程较多，能够花费在课后作业完成上的空余时间相对较少，在当前

的数学课后作业布置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工作的效

率，教师可以通过令作业“少而精”的方式，调动学生自主完成作

业的积极性[1]。 

（二）提升作业的层次性 
考虑到当前技校学生心理年龄、生活经验、原有认知结构等信

息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开展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认知基础与能

力也存在一定的不同，现阶段，为了进一步提升课后作业布置工作

的效果，教师在设计与布置课后作业时，不应当采用传统统一化的

作业布置方法，而是应当以新课标要求为基础，明确学生的个体差

异，通过因材施教、为学生分层布置作业的方式，切实满足不同学

生的学习需要。举例来说，在完成复合函数求导法则这一知识点的

教学后，为了实现学生所学知识点的有效巩固，教师若直接为全体

学生布置类似[ ]’，那么很多基础知识

不够扎实的学生可能会产生畏难心理，在解题过程中无法实现问题

的有效解决。现阶段，为了切实调动学生解题的积极性，教师可以

在明确学生数学基础的基础上，将这一问题分解为不同的小问题。

具体来说，问题一：求[ ]’与[ ]’，这一题属于书上的

公式，难度相对较低，这一问题的布置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继续解题

的兴趣；问题二：求（ + ）’与（ ）’，这两个

问题中的第一个术语是对学过的函数和求导简单应用的回忆，后一

个则是对新学知识复合函数简单应用的巩固，这两道题的求解不仅

可以有效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知，还能令学生对新学知识产生

学 习 自 信 ； 问 题 三 ： 求 [ （ + ） 2] ’ 与

（ ）’，这两道题是对问题二的拓展，其中第一

个问题是先进行复核求导，再进行相加求导，而第二个问题则是先

进性相加求导，在进行复合求导，两个问题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复

合求导与相加求导的认识；问题四：求[（ ）2]’，

这一问题可以近似看作是问题二与问题三的集合，通过上述三个问

题的引导，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一问题的求解实质，并且在问题

求解过程中，实现问题的有效简化，提升学生的解题效率。通过这

种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安排不同层次问题的课后习题设计方式，可以

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提升学生对所学知识点掌握的

牢固度[2]。 

（三）丰富作业布置形式 

教学实践证明，尽管单一的课后作业布置方式也能实现学生所

学知识的巩固，但却无法最大程度上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更无法

实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调动以及创新思维的有效培养。现阶

段，为了切实实现上述目标，在技校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

过提升课后作业形式灵活性、多样性，并综合应用多种课后作业布

置形式的方式，更好地调动学生主动完成课后作业的积极性，为学

生所学知识的有效巩固提供有效的支持。具体来说，首先，传统书

面作业形式是当前数学课后作业布置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作业

布置形式，现阶段，为了进一步提升这种作业的设计布置质量，教

师在设计布置作业时不仅要注意习题与课堂教学知识点之间的联

系性，还需要提升习题的层次性、典型性以及启发性，以便保证学

生能够通过课后习题实现所学知识点的有效巩固。其次，研究型社

会实践作业是一种较为新颖的课后作业布置形式，在当前技校数学

教学过程中，应用这种课后作业布置形式，可以实现学生数学知识

实际应用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的有效锻炼。再次，思考性拓展作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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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过程中可以以课后思考题的形式呈现，在这类习题的布置过程

中，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一些具有思维性、逻辑性思考题的方式，引

导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点进行拓展延伸，激发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

探究欲，逐步引导学生深入开展数学知识的学习。最后，在当前的

数学学习过程中，为了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印象，教师可以通过

为学生布置反思性纠正类作业的方式，引导学生通过不断积累错

题、难点问题，并在问题附近记录问题出错原因以及问题解决方法

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身学情，找出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

便于学生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通过对所学知识点加以巩固的方

式，实现错误问题的有效处理。 

（四）将生活实际融入作业中 

考虑到大部分数学知识点较为抽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极易产

生惰性，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大幅度下降。现阶段，为了切实解决

上述问题，在课后作业设计布置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将抽象的数

学知识点与生活实际、学生专业联系到一起的方式，更好地调动学

生学习数学知识的积极性，强化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举例来说，矩阵是当前技校数学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

知识点，但由于矩阵知识较为抽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多只会进

行矩阵的单独计算，对矩阵的实际应用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这一情

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学习矩阵的热情。对此，为了更

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在矩阵课后习题设计工作中

将矩阵与工程技术、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量与关系联系到

一起的方式，使抽象化的矩阵知识变得更为直观，在降低学生对矩

阵这一知识理解难度的同时，为学生后续生活、工作利用矩阵解决

实际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技校数学教学中学生课后作业设计实例 

为了更好地了解技校数学课后作业设计布置情况，本文就 18

名数学教师与 202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有效回收的教师问卷为

18 份、有效回收的学生问卷为 200 份，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

析，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一）设计分层作业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问卷问题从作业布置内容、作业量、作业

设计目的、作业评价情况这几方面出发，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后可以发现，当前技校数学教师在作业设计、评价环节中存在对应

的不足，学生在对作业的态度、完成作业的习惯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具体来说，在对学生对数学作业的看法这一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后发

现，有 64.5%的学生认为数学作业太多，有 29.5%的学生认为数学

作业适当，仅有 6%的学生认为数学作业太少。由于绝大多数情况

下，技校数学教师在布置数学作业的过程中，习惯为整个班级的学

生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一情况的出现对部分学生来说，会反复练习

已经掌握的数学知识，缩短了学生利用更多时间开展其他练习的时

间；对另一部分学生来说，大量的基础练习花费了较多的时间，缩

短了学生考虑后续的难题的时间，但为了避免“空题”太多，学生

往往会硬着头皮进行思考，并且可能会出现思考很长时间仍无法找

出问题解决思路的情况，上述情况的出现不仅使得学生的学习时间

被大量浪费，还打击了学生完成课后作业的积极性。在对学生是否

希望教师涉及分层作业这一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有 56.5%的

学生希望教师设计分层作业；有 20%的学生不希望教师设计分层作

业，有 23.5%的学生对分层作业设计这一情况呈无所谓的态度。现

阶段，为了切实解决上述问题，在当前的技校数学课后作业设计布

置过程中，教师可以对学生的数学基础进行考量，通过为学习能力

较差的学生布置较多基础性数学知识的方式，帮助学生实现所学知

识内容的有效巩固；为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布置更多提升题的方

式，引导学生能够实现自我能力的有效提升，从而保证课后习题能

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发展需要[3]。 

（二）丰富作业习题的来源 

现阶段，教材与配套的资料是当前技校教师布置课后作业的主

要“资料库”，对某技工学院的学习资料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每

年同一年级的数学的配套资料内容极为相似。并且对教师习题布置

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后可以发现，教师布置课后作业资料的主要来源

（多选）情况为：100%的补充资料、88.9%的教材、22.2%的自己补

充；教师自行设计作业的情况为：经常自行设计课后作业的教师占

比为 27.8%，偶尔自行设计课后作业的教师占比为 22.2%，从不自

行设计课后作业的教师占比为 50%；教师布置作业的目的为：帮助

学生巩固复习所学知识的教师占比为 72.2%，引导学生熟悉题型，

应付期末考试的教师占比为 16.7%，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水平的教师

占比仅为 11.1%。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到，当前技校教师

在布置作业时更多考虑到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对锻炼学生的思

维能力、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视度偏低。对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

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导致教师自主编写、设计作业习题的频率相

对较低，更多重视学生基础知识巩固的原因包括：一方面，习题的

设计与编写往往需要教师在课余时间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查询资

料；另一方面，习题在编写过程中不仅需要保证习题所需的知识点

符合课程教学标准的要求，还要保证习题的难度能够适应大部分学

生的知识水平，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有着极高的要求。现阶段，为

了丰富课后作业来源，更好地调动学生主动完成作业的积极性，教

师可以在明确学生数学知识水平、学习能力等信息的基础上，合理

利用互联网、教材、教辅资料设计形式更为丰富多样的课后习题，

在帮助学生巩固数学知识、熟悉更多题型的基础上，锻炼学生的数

学思维能力，提升其数学习题的解题能力，为学生解题自觉性的提

升、数学知识掌握牢固度的提高提供有效的支持[4]。 

结论：总而言之，对于当前部分技校学生在完成课后作业的过

程中，通常应付了事的情况，数学教师可以通过将数学课后作业与

学生生活、未来就职信息进行结合的方式，调整作业结构、丰富课

后作业类型，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效调动，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

的理解，从而达到切实提升知识掌握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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