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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作业的功能与设计 
郑磊 

（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喀甫萨朗牧业寄宿制学校  835500） 

摘要：小学数学是学生整个学习生涯的最为基础的一门课程。在小学数学上的学习能够促进学生综合发展，培养学生的逻辑能

力，推动学生在日后的学习中更能够轻松的全面的学习。而为了将小学数学的作用和价值进行充分发挥，则离不开数学作业的身影。

数学作业是数学教学的课外延伸，是检验数学学习的标尺，是巩固数学知识的手段，其在数学学习中的作用不言而言。本篇以小学

数学的功能为出发点，研究该如何设计小学数学作业，以便小学数学作业更够发挥其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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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数学作业在任何阶段的数学教学中，都是不容忽视的存

在。作业在教学中所承担的作用就是衔接课内与课外，帮助学生学

习数学知识内容的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对已经学习

的数学知识进行巩固，进而促进学生不断的稳定的吸收和消化数学

知识。可见，数学作业所承担的作用是积极的、有效的。但是，就

目前的数学作业设计现状来看，我国小学数学的作业设计中存在的

问题却不容小觑，作业设计流程固化、缺乏一定的创意性已经成为

了绝大多数小学数学作业设计当中的顽疾。因此，为了推动学生在

数学上的进步，推动学生能够综合发展，小学数学作业的设计亟待

进行改革和优化。社会各界要多多关注作业设计的环节，教师要多

多优化作业设计的流程，从而提升小学数学的教学效率和教学质

量，帮助学生更好更全面的发展。 

1、小学数学作业的具体功能 

我国出台的新课标对于数学教学有了一个重新的全面的定义，

即在数学教学中，不单单要让学生理解掌握数学的课堂知识，更需

要依托数学知识，对学生的数学逻辑、数学思维、数学综合素养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培养和教育。而数学作业，作为教师进行数学教

学的一大手段和工具，其在数学教学的实践中承担着不容忽视的重

要意义。结合教学实际来看，数学作业的功能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

点： 

1.1、巩固数学知识的功能 

数学作业在数学教学中最为基本也最为显著的功能作用就是

巩固帮助学生在数学课堂上所学习到的数学知识进行巩固，使学生

能够通过做数学作业这一行为来不断的回忆起在数学课堂上的数

学理论知识，进而使数学的理论知识与数学的实践相结合，使学生

不仅仅学数学知识更会运用数学知识。 

1.2、推动数学知识生活化 

回溯我国的数学教学历史就会发现，数学不仅仅只存在于书本

课堂之中，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实际当中，然而我国学生在数学的

学习上，最为显著的问题就是无法将书本课堂上所学到的数学知识

切切实实的运用到生活实际当中，不会运用数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

所遇到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国学生对于数学的知识仅仅

存在于书本上，课堂里，这显然是不利于学生对数学的学习的。而

数学作业的应用将会极大的改变这一问题，数学作业的功能之一就

是能够推动数学知识的生活化，教师可以通过布置数学作业的方

式，尤其是布置一些与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数学作业，帮助学生加

深数学知识与生活实践的联系，进而提升学生对于数学理论知识的

运用能力，从而使学生的数学水平能够得到提升。例如在人教版小

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的《克与千克》一课中，教师可以结合该课的教

学内容布置一些与生活实践相联系的数学作业，例如让学生去买两

千克的猪肉，买 200 克的食盐等等，既让学生认识到克与千克之间

的不同之外，还能够加深学生心目中数学与生活的联系，使学生意

识到数学是能够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实践中的问题的，使学生意识到

数学的重要性。  

1.3、帮助学生个性化发展 

在数学教学中，数学作业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不同阶段数学学

习、不同的学生个体都会使数学作业产生不同的差异性。而教师的

作用就是结合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数学的阶段性学习来布置一些适

应学生个体的，层次化的数学作用。而这种带有个性化的、层次性

的数学作业无疑也会进一步放大学生的个性化，从而帮助学生发展

成为一个具有个性化的独特的个体，而不是成为应试教育下的呆板

的千篇一律的“书呆子”。 

1.4、帮助学生养成自律的学习习惯 

数学作业几乎是每天必备的学习任务，这一学习任务也贯穿了

学生的整个学生时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学生则可以通过每一

天做数学作业的行为来培养一个自觉主动学习的自律的学习习惯。

优秀的学习习惯将会对学生的日后发展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对学

生的终生发展都有着极大的裨益[1]。 

1.5、帮助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数学作业另一大功能就是能够借助于做数学作业这一行为来

帮助教师对学生了解和掌握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通过

对学生数学作业的批改，能够对学生的数学水平和能力形成一个基

本的认知，进而依托于这种基本认识，结合学生的情况来针对性的

设计和布置一些适合学生个体的数学作业。进而帮助学生能够在数

学学习上得到进步和发展，提升学生的数学能力[2]。 

2、我国小学数学作业设计所存在的局限性 

2.1、枯燥乏味的数学作业内容 

在过去的的许多年里，我国的数学教育是刻板的、枯燥的、为

了应试而存在的，而这种陈旧的数学教学模式也就直接的导致了我

国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的不合理、不科学[3]。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

是数学作业内容的枯燥乏味，即便是在新课标出台的今天，在绝大

多数小学里，对于数学作业的设计和布置依旧是以数学课本上的作

业题和练习册上的作业题为主，对于学生的数学训练也依旧是让学

生完成每日的数学练习题即可。这种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机械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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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做题，自然也就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使学生自主学

习、积极学习。 

2.2、单一陈旧的数学作业形式 

就我国目前的小学数学作业的设计和布置现状来看，小学数学

作业设计和布置的普遍问题除了内容枯燥乏味之外，其形式也体现

出了陈旧单一的落后性[4]。数学作业的形式以书面形式为主，实践

类的数学作业少之又少。这种仅仅浮于书面的数学作业，由于其缺

乏实践性，导致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得不到具体的训练，也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对数学兴趣的激发。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教师对数学作业的认识不足、对作业设计的科学性不足。

鉴于此，教师需要重视数学作业的功能作用，积极自主的提升和优

化数学作业的科学设计，进而通过对数学作业的设计和布置来提升

学生的数学水平。 

3、优化小学数学设计的现实措施 

3.1、科学合理的设计数学作业 

在过去的数学作业的设计来看，教师在进行数学作业的设计和

布置之时，往往会下意识的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也正因为这一点，

教师不会依据学生在数学学习上的差异性和具体需求来进行数学

作业的设计和布置，在数学作业的设计上往往采用统一的模板。而

这种统一的数学作业的形式和内容也就导致了各种问题的发生。例

如一部分水平较差的学生无法单独完成所有的数学作业，也因此无

法发挥数学作用的价值最大化。而对于数学水平较高的学生来说，

数学作业的内容又过于简单，以至于这部分学生无需进行思考就能

完成数学作业。鉴于此，教师在进行数学作业的设计当中需要结合

学生的个体差异来科学合理的设计作业，针对不同层次、不同水平

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尽最大程度的使数学作业的内容和形式能

够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使学生能够切切实实的通过做作业来提升

自身的数学水平和学习能力。如何科学合理的设计数学作业，其步

骤具体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教师应当对本班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

和水平有一个基本清晰的了解；第二、教师需要根据不同学生的不

同水平来进行作业的设计和布置。例如在人教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上

册的《四边形，认识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特征，认识平行四边

形，周长含义及计算方法，估计长度，测量长度》一课中，在课堂

预习阶段，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进行作业的设计，对于数

学水平较差的学生，教师可以布置一些认识特点的数学作业，对于

水平较好的学生则可以让其学着进行周长的计算等[5]。 

3.2、将数学作业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数学作业之所以枯燥乏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充斥着太

多的数学数值，这种枯燥乏味的结果就是使学生在数学学习上提不

起来兴趣。鉴于这一问题，教师可以采用数学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

方式，使数学作业更增添一份趣味性[6]。例如在人教版小学数学一

年级上册《比一比，比多少，比长短，比高矮》一课中，教师可以

设计和布置一些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关联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与学

生之间比一比身高，让学生比一比人民币的大小，比一比课桌椅的

长短等。让学生在趣味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进而提升对于做数

学作业这件事的积极性。 

3.3、设计多种形式的数学作业 

小学数学作业在学生群体之间一直得不到发展和认同的原因

之一就是数学作业形式的单一化。如果为了更好的发挥数学作业的

功能，就必要要改变数学作业形式单一的局限性。教师在进行数学

作业的设计中，要着重注意数学作业的形式，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深

入的了解数学的理论知识点。例如在人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的

《认识物体和图形》一课中，教师除了布置课本作业之外，还可以

布置一些其他形式的作业，例如让学生画一画不同形状的物体，指

出不同形状的物体甚至可以让学生带一些家里的物体来学校与同

学之间分享学习等。通过不同形式的数学作业来帮助学生掌握和认

识不同的物体，促进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进一步掌握，通过对数学

知识的切实掌握来推动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娴熟运用[7]。 

3.4、设计一些形式新颖的数学作业 

就我国现在的数学作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小学数学的作业形式

一般有书面和实践两种，鉴于此，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形式比较新颖

的数学作业形式，例如口语形式的数学作业[8]。随着新课标的出台，

“减负”一度成为小学教学的一大趋势，书面形式的作业在很大程

度上造成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因此教师可以开发一些比较新颖的作

业形式，而口头作业的布置，既可以在口头上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

还同减负的理念现吻合。同时，口头作业还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趣

味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在

做数学作业的同时，爱上学习，乐于学习，进而帮助学生在数学学

习上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水平。 

4、结论语 

综上所述，小学数学的教学对于学生来说既基础且重要，而为

了尽最大限度的发挥数学教育的价值，对于数学作业设计的优化和

创新则必不可少。小学数学作业的优化要依托数学作业的功能，以

数学作业功能为基础，认识数学作业设计的缺点，进而从数学作业

的内容上、形式上来优化数学作业的设计，革新数学作业设计的弊

病。进而提升数学作业的质量，使数学作业增添创意性、新颖性和

趣味性，提升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

水平，促进学生综合发展的同时也为学生日后的学习奠定一个结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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