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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乡村初中数学作业实效性的教学模式探索 
◆张秀丽 

（黑龙江省抚远市寒葱沟镇中学） 

 
摘要：现如今乡村初中学生的学习环境与学习状况堪忧，在各种因素的

影响下，导致课堂教学与课后学习反馈割裂开来，使学生学习出现断节、

脱节现象，难以形成较强的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带领学
生针对作业，共同进行“在研讨中深入，在改正错误中学习”，并在实施

过程中加以完善，形成相应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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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初中学生的数学作业的实效有限，而据相关的了解
与研究得知，作业的实效性，得不到教师、学生和家长重视，更
没有相关的成熟经验借鉴和理论普及，使数学作业处于一种形式
状态，导致课堂教学与课后学习反馈割裂开来。这种学习状态，
长期累积，对于学生后续学习来说，将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 

一、影响乡村初中学生数学作业实效性的因素 
1、乡村初中学生的学习环境与学习状况 
家庭教育理念的不足，父母打工务农等原因，一定程度上使

得很多学生无法得到父母的关心与教育，学生的性格、心理、自
制力等方面受到影响，进而形成不良学习习惯，致使其离开学校
后就无法全身心投入课后学习，导致学生对知识点掌握不扎实，
知识断节、脱节，不能正确或完整进行表述、表达，出现的错误
呈现多、杂、乱的现象，没有形成良好的钻研、总结、订正、反
思的学习习惯，缺乏必要的数学素养，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更
加困难。 

2、对作业功能与作用意识不清 
由于教育理念不够，课后学习作用被忽视，而课后的学习环

节才是学生学习效果的分水岭。教师要对做错的作业所折射出的
学生掌握的程度及层面，针对教学目标做出教学调整，才能保证
教师教学的实效性。当前乡村初中学生数学作业流于形式，学生
对作业功能与作用意识不清，影响教与学的合力，给教学带来很
多困难。 

二、探索有效提高农村初中数学作业实效性的教学模式 
对于上述学生体现的诸多状况，一个学生身上往往存在多

种。教师在付出无数努力后，也只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转化，多数
教师往往是顾此失彼，身心疲惫。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到一套作
业“课后研讨”+“课前五分钟讨”+“评价”（简称“研、讲、
评”）的教学模式，以期解决上述问题。 

“研、讲、评”的教学模式，其中心是以作业为载体，通过
提高作业实效，将学生的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有机联系成一个学
习整体。流程是：教师科学设计作业，课后研讨小组进行探究，
课前五分钟讲解作业进行反馈，教师以作业为切入点引入新课学
习，在此过程中教师配以相应的评价体系及标准，通过作业将学
生学习形成一种集体生活形态。 

1、通过教师科学设计家庭作业主导学生学习 
教师设计的作业是“研、讲、评”教学模式成败的关键。教

师设计的作业要有部分是基础，部分作业还得兼有研讨的必要性
需求，同时还要兼备引导新课的功能，使作业能够相互关联承上
启下，使知识成连贯性。教师设计的作业，应激发学生兴趣，调
动学生积极性，能够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1]教师应做到精心设
计作业，通过作业主导学生进行连贯性、整体性、集体性学习。 

2、通过作业研讨、作业评价切实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
性。 

学生对学习产生主动性，问题解决就会事半功倍。基于此，
可以将课堂小组学习的模式迁移到学生的课后学习中。教师可以
利用软件平台，建立课后作业研讨小组，教师则将相应的作业纠
错、研讨任务，交给小组的学生，让学生自主对出现的错误进行
改正，对教师设计的研讨问题加以深化，以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与
反思。 

为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性，教师对作业研讨积极性比较
高，纠错效果显著的小组要进行及时的表彰，要在学校、家庭建

立作业评价体系和确立评价标准，激励学生积极参与研讨，勇于
纠错。在表彰形式上，依据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可以设立“家
里有个好孩子”、评选“先进作业研讨小组”活动，开展“优秀
作业展评”等活动。持续开展相应的学习、纠错、研讨表彰活动，
有利于加强学生研讨、纠错的主动性，可以指导学生学习方向，
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保障作业的实效性。 

3、通过“课前五分钟”研讨、纠错进行反馈延展。 
为了保障研讨、纠错能够切实有效发挥其作用，创立“课前

五分钟”作业研讨、纠错教学模式。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科
学设置课后作业，引领课后作业研讨小组对肤浅的、集中的错误
进行纠正；对下一节课有基础性的作业，在“课前五分钟”加以
探讨，引发新课内容，形成以“课前五分钟”为切入点的教学模
式。这种模式能把课堂学习和课后学习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
个完整的学习流程，它能带领学生针对作业共同进行“在研讨中
深入，在改正错误中学习”，在家庭、学校教育达不到的情况下，
依然能使学生能够在课后进行集体学习，使学生有效学习切实进
行下去。 

对于作业中重复出现的错误，教师指导学生把作业中出现的
错误形成笔记，以保障在后续复习或者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反复观
看。提出科学的解决重复错误方式：1+2+10+30 模式，即在第一
天、第二天、第十天、第三十天进行复习。在这种创新模式下，
能够有效帮助教师重复性纠错问题，很大程度上降低学生的做题
错误率，从而切实提高作业的实效性。 

结语：由于农村地区初中生无法使作业实效得到良好的保
障，因此对学生的教学、学习模式亟待改变及创新。通过教育教
学实践摸索出具有操作性的“研、讲、评”的教学模式，使得学
生能够吸收到更多的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完整的、
连贯的集体学习生活，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数学学习实效上得到
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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