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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学校作业概念群研究 1 
陶琳 1  王雅荔 2 

（西安文理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65） 

摘要：“双减”政策对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双减”政策中出现的一系列有关作业的概念应进一步界定，

以回应各主体对政策理解和实施中的困惑，提高政策成效。“双减”政策文本中的作业可划分为作业设计类群及作业管理类群，基

于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学校作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导向性。各主体应站位国家教育变革对作业概念进行理解，避

免僵化执行政策条款。通过对政策文本中的作业概念群进行分析，进一步挖掘了“双减”政策能够提升各主体对作业的认知和重视，

促进学校成为作业质量责任主体，以作业为抓手推进教育深度变革。 

 

“双减”政策实施一年以来，学生作业负担得以有效减轻，学

校作业设计与实施向科学化、综合化以及个性化方向发展，旨在利

用作业多元功能促进学生提高学校成效、发展核心素养。在国家政

策的引导下，多个省市组织专家、学校对作业展开了理论研究与实

践探索，引领作业“提质增效”。在“双减”政策中，出现了一系

列有关作业的概念，由于政策文本中并未对其进行界定，在政策落

实过程中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乃至家长的困惑。为促进作业

减负内涵式发展，提高社会认同，有必要在政策背景下对义务教育

学校作业概念群进行研究并界定。 

一、“双减”政策文本中的概念群 

在 2021 年 7 月实施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及

《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两部关于义务教育学校

作业的重要政策文本中，围绕“作业”核心词衍生出一系列诸如家

庭作业、书面作业等教学领域的概念，共 25 个。根据“双减”政

策内容，可以将作业概念群划分为作业设计类与作业管理类两大类

群，并在作业设计类下设作业类型、作业实施两项子类群；在作业

管理类下设作业规范、作业制度两项子类群（表 1）。 

表格 1“双减”政策文本中的作业概念群及分类一览表 

作业概念类

群 
子类群 概念 

根据作业场域：家庭作业、校内巩固练习 

根据作业功能指向：分层作业、弹性作业、

个性化作业 

根据作业来源：基础性作业 

根据作业呈现形式：书面作业、非书面作

业 2（科学探究、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

会与劳动实践） 

根据作业学科属性：跨学科作业 

作业类型 

根据作业操作形式：实践性作业 

 根据学生能力指向：科学设计探究性作业 

作业设计类 

作业实施 作业检查、作业批改、作业反馈、作业指导

作业制度 作业管理机制、作业管理办法、作业公示、

作业统筹 作业管理类 

作业规范 作业总量、作业难度、作业结构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与其他教育政策文本相较对作业设计与管

理的描述涉及的概念众多，尤其在“作业类型”这一子类群中，由

于作业类型划分的标准不同，在教师进行作业设计及学校作业管理

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困惑。另外在作业管理类概念中，作业统筹属

于新表述、新术语，还应进一步阐释。 

二、基于“双减”背景的作业概念界定 

作业作为教学与课程领域的研究对象，具有深厚的研究积淀，

并能够以其差异明显的形式内容代表不同教学与课程流派的思想。

对“双减”政策文本中的作业概念进行理解和界定，应以政策出台

针对的我国作业设计、实施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作为背景，反思传

统作业对学生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以新时代我国教育变革、人才

需求为依据，减少对某个、某种教学理论的过多讨论，避免产生过

多的争议。 

（一）不同类型作业的界定及其依据 

作业设计类概念可划分为作业类型与作业实施两项子类群，作

业类型概念群是在政策文本中占比最大的，在实践中引起广泛讨

论。理解障碍主要表现在各种作业类型无法穷举且关系复杂，无法

划分清晰的边界。究其根本，是各主体在理解政策中各种作业类型

的区别时未能从作业类型划分的标准出发，将不同划分标准下的作

业相互比较。 

如某些省市的作业规范性文件、作业指南中，出现了将不同划

分标准下的作业类型并列出现的现象。如在重庆市教委发布的《重

庆市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意见》在“精选作业内容”一栏

中提出“积累性作业是小学语文的常规作业，包括生字词、古诗词、

名言警句等的积累，这类作业要减少重复抄写数量，可关注语言的

梳理与探究，形成有理解的积累；典型性作业是针对某个语文知识

和能力点的作业，这类作业要用好教材上的练习系统和导学系统，

应以一题带一类，实现知识的结构化；阅读类作业，可参考课标、

教材、教育部指导书目布置阅读的内容，应重视学生阅读兴趣的激

发、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整本书阅读经验的积累；综合性作业是

综合运用语文学科知识乃至跨学科知识，以解决实际问题的作业，

这类 作业应重视情境性、实践性和综合性，强调合作与探究。”其

中出现了积累性作业、典型性作业、阅读类作业、综合性作业共计

四种语文作业类型，其本意是引导教师发挥各种不同类型作业的功

能，但教师在理解和实际操作中，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积累性

作业中是否可以设置阅读内容，阅读作为课程标准、语文学习的基

本能力为何不属于典型性作业。同时，相较于国家政策文本，重庆

市语文作业指南又根据学科衍生出四种在国家政策文本未出现的

作业类型。在上述作业指南中的“丰富作业形式”一栏中又提出“小

学语文作业要紧扣语文学科特点，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征与心理特

征采用书面作业、口头作业、实践作业等多种 作业形式……”，其

中出现书面作业、口头作业、实践作业三种作业类型，但并未说明

与之前所述作业类型的关系。如此繁复的作业类型，加重了教师的

疑惑与工作量。 

反观国家政策文本，尽管出现多个作业类型的表述，但其出现

在对作业进行规范和改革的不同层面，指向明确，且按照同一标准

划分的作业类型才能够呈并列关系出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国

家政策文本中提出的作业类型是按照作业场域、作业功能指向、作

业来源、作业呈现形式、作业学科属性、作业操作形式以及学生能

力指向等七项标准划分的。以下分别予以论述。 

根据学生完成作业所处的时空，将作业划分为家庭作业与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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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练习。在政策文本中，提出作业完成时空的意义主要是为规范

家庭作业的总量与形式，减轻学生离校后的作业负担，这也正是“双

减”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实际上，在政策文本中出现的“作业”，

基本是指向家庭作业的。为进行区分，未见诸如“校内作业”“课

后作业”的表述，而是用“校内巩固练习”“练习”指向校内作业。

在政策视角，这种划分标准旨在提示各主体的关注重点是学生校外

学习方式。 

根据作业使用的不同学生群体，将作业划分为分层作业、弹性

作业及个性化作业等。依据作业群体指向的划分是学校层面最难以

理解且实施困难较大的。这几种作业形式并不指向任一具体的作业

内容，而是依据作业能够实现的某种或某几种功能对作业进行分

类。如分层作业是依据某种标准对作业划定层级给与不同学生群

体，从而实现了不同内容、难度的作业能够促进不同学习需求的学

生使用的价值；弹性作业是指作业的完成内容、完成形式、完成周

期、完成程度的评价标准可以适当调整，同样是针对不同学习需求

的学生群体。政策文本中根据不同学生群体进行作业设计与实施的

导向是非常明确的，针对的是作业没有区分度，缺少对学情的考量

等现象。 

根据作业来源，政策文本中提出了基础性作业，且并未有与之

并列的概念表述。中国教育学会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高质

量基础性作业项目组于 2022 年 4 月 8 日下午举办了“义务教育高

质量基础性作业体系建设”项目成果全国线上培训会，在其中明确

了基础性作业的内涵、功能及各科基础性作业的特点，并进一步指

明了“双减”之后的作业提质增效行动主要是针对基础性作业。基

础性作业就是指基于国家课程标准设计的各种类型的作业。与其对

应的，从课程层面，可以是地方课程作业、校本课程作业、社团课

程作业等；从知识和难度范畴，可以是拓展性作业、个性化作业等。

但需要强调的是，有些地方政策文本及学校管理文本中，将基础性

作业与实践性作业、综合性作业并列，是不严谨的。基础性作业也

可以并且理应包含实践性、综合性类型的作业。[1] 

根据作业呈现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书面作业与非书面作业。在

政策文本中，将书面作业与科学探究、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会

与劳动实践并列描述。书面作业的概念在实践中讨论较多，其原因

有二，一是“双减”政策严控书面作业时间总量；二是学校层面对

书面作业的边界不甚清晰。在政策视角，国家强调书面作业，主要

是为改善学生作业类型单一，将学生困于课桌做题、刷题这一现象，

提倡学生作业的成果可以音视频、活动、思考、欣赏、劳动及实践

等多样化形式呈现，保障学生身心健康。而学校和教师关注的是在

“双减”达标的压力下，诸如绘画、思维导图、手抄报实验报告等

“动笔”的作业，是否应计算入书面作业的时间总量中。还是由于

对作业类型划分的标准及其意图未能深入理解造成的。其他作业类

型内容较为明确，不在赘述。 

（二）作业实施类概念界定及指导 

作业实施主要是指教师布置作业、检查批改作业并根据科学的

学情分析对学生进行反馈、指导的一系列活动。有关作业实施的概

念是较为清楚的，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有关家长参与学生作业的相

关内容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给家长布置作业。

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本意

是消解近年来家长辅导学生作业造成的家庭矛盾及负担，但在政策

实施过程中，学校存有家长推卸家庭教育职责的疑虑，并担忧小学

低年级段学生尚需家长协助完成作业。学校、教师应深入理解政策

背景，把控家长参与学生作业的形式，在作业设计阶段将家长参与

形式纳入考量范围。如有教师提出：“要求学生在家中为父母背诵

课文，或要求家长为学生准备学具、材料，是否就是给家长布置作

业？”从作业布置的概念出发，完成背诵的对象是学生，在教师对

背诵内容进行完整的讲解，并授予学生背诵方法等前提下，为父母

背诵课文是增进亲子关系，展示学习成果的良好作业形式。但少数

教师规定，家长检查学生背诵直至学生完成背诵，为学生讲解不明

之处等做法，显然将家长纳入了完成作业的对象范畴中，增加了家

长的负担。同理，在作业实施中遇到的一些疑虑，都应从概念出发、

从政策背景出发予以灵活处理。[2] 

（三）作业管理类概念的界定及其价值 

国家政策对作业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诸如作业管理机制、

作业管理办法、作业公示及作业统筹等所有学校都应予以建设和施

行的做法，将其划归作业制度类概念。学校作业设计与实施有赖于

学校作业管理的保障，作业管理机制是指学校建立作业负责人制

度、作业监测制度及作业教研制度等一系列保障作业规范、高质量

运行的制度总和。作业管理办法、作业公示及作业统筹都是作业管

理机制中的子项目。作业公示主要指学校以线上、线下公示栏等形

式向家长、社会面公开作业内容，接受社会监督的做法。作业统筹

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主要是指四个方面的统筹：一是在学校层面，

对学校作业管理、人员、资源等做好统筹调动；四是年级层面，对

本年级学生身心特点对作业目标、作业结构等做好统筹设计；三是

在学科层面，各学科根据课表、作业内容对学生作业总量、作业难

度等进行统筹规划；四是班级层面，教师应根据学生当日学情及学

生身心状况，对当日作业做出统筹安排。作业统筹是作业质量保障

与总量控制的关键，但部分学校反映在实践中存在学科协调等困

难。[3] 

作业规范是指作业在总量、难度、形式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应符

合教育规律及相关规定，其中作业总量在“双减”政策中主要以完

成作业所需的时间衡量，作业难度主要以国家课程标准中的对各学

科应达成的教学目标及学生素养目标作为衡量标准。作业结构意为

单元作业、课时作业或一日作业在类型、难度、完成周期等方面的

分配及最终呈现组成。作业规范在制定过程中，应遵循学生主体，

以学生对作业的体验及学生发展情况作为依据。同时，作业规范在

应用过程中，也应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照顾到不同群体学生的学

习需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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