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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对高中数学作业布置形式的反思 
◆陈  欢 

（北京市平谷区第五中学  101200） 

 
摘要：传统作业布置模式剥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学生为了

应付差事而完成作业，导致学生逐渐对数学学习失去兴趣。我们要明确

“以学生发展为本”、重视有效布置作业理念，研究探索出一套科学、合

理，高效、实用的高中数学作业布置的途径、方法，使全体学生和数学

教师受益，进而提高布置作业的有效性，促进课堂教学，提高教学的实

效性， 终使全体学生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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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模式作业布置的弊端 
人们提起高中数学作业，题海战术、繁难、高考等词就会跃

然于脑海。在高中阶段，我们老师普遍按照教学计划布置作业，
通过机械式的习题演练，使学生掌握多少种解题方法。这种应试
教育下的产物存在着一些弊端：提出问题的是课本、是教师，而
非学生，学生仿佛是提线木偶，老师动一下学生才动；作业形式
机械、单一，基本以练习册或是作业本上完成作业为主；无法培
养学生的合作意识；过分强调“被动的学习”。当然，这种模式
形成了一套有利于培养学生应试能力的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们也渐渐发现一味的题海战术增加了学生的厌倦感，也养
成了一部分学生抄作业的习惯。随着互联网的盛行，学生还开始
使用各种搜题软件进行抄袭。而作业、练习册中缺乏与本校学生
现阶段水平相对应的习题，导致我们留了作业也像没留一样，几
乎一半的题目都需要讲解，更要甚者就是抄作业应付差事。 

传统作业布置模式剥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学生
为了应付差事而完成作业，导致学生逐渐对数学学习失去兴趣，
数学作业失去了应有的教育功能。 

二、新课程理念下数学作业布置方式转变的意义 
（一）课程改革的需要：国家教育部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试行)》的精神，结合数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制定了数学
新课程标准。《标准》的 高宗旨是：“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
展”。数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实现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
人都能获得必要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高
中数学课程还应倡导自主探究、动手设计、合作交流、阅读自学
等学习数学的方式；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
极探索的习惯，让学生体验数学发现和创造的历程，发现他们的
创新意识。 

（二）数学学习的需要：目前，在我国的中小学数学教学中
还存在着许多与新课程标准极不适应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比
如，作业布置形式单一，学生只能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任务，机
械化完成；作业形式单一，以书面解题为主，缺乏查资料、社会
调查、小实验、做模型等形式；重复训练过多，课业任务重，五
花八门的教辅资料充斥书店和校园，使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了依赖
思想，导致作业的针对性差、重复训练过多；作业评价形式单一，
非对即错。因此，在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分析和探讨
数学作业布置形式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作业布置形式转变初探 
（一）作业布置类型的转变 

1.预习型作业：这类作业大多在新课前布置，为学生学习新
知识打基础，从而使教师在新课的讲解时能将主要精力放在重点
上，这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先学后教”。甚至可以将这部分作业
再拓宽，比如可以自己在网络上对这部分知识进行初步的了解，
公式的由来、提出的背景、意义等。 

2.练习型作业（传统作业形式）：这种作业与课本例题非常
相似，一般是在新知识教授过后布置，为了使新知识能够得到巩
固。这种作业非常适合成绩较差的学生，让他们首先学会“照猫
画虎”，之后再进一步拓展。而且这样会使成绩较弱的学生有成
功的喜悦，让他们更爱学数学。 

3.延伸型作业：以整合已经学过的知识技能为目的，使学生
在新的情境中，能够运用抽象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这也就是在练
习型作业的基础上的提高作业，适合中等水平以上的学生，对于
成绩较弱的学生也可以尝试。 

4.小课题型作业：这个对学生知识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学生
对数学学习有兴趣，老师可以课下给予单独指导。以前我们曾经
做过有关于“对勾函数”这个小课题型作业，学生做成了手抄报
的形式，在教室楼道里展览，这比老师上课讲几个对勾函数的题
学生感兴趣多了，对这个知识拓展很有利。 

（二）从购置练习册到校本练习册的转变 
以前我们过多的使用了现成的练习册，弊端就是上面的部分

习题不符合我们学生的水平，学生做不动，学习没兴趣。这两年
我们数学组的老师一齐动手编制适合我们学生的校本练习册，并
每年往里加入高考题、模拟题，做到与时俱进，甚至有学生推荐
好的题目也可以加入，这样调动了我们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三）从一刀切布置作业到分层布置作业的转变 
从 近发展区理论来看，采用分层布置作业的方法，每位学

生完成必做的 A 组基础题目外，学有余力的同学再完成相应的 B
组题目，尖子生可以试着完成 C 组难题。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有些学生虽然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也尝试着做 B、C 组，
不肯服输的精神值得鼓励。这样力争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
的作业中秋，获得愉快满足的心理体验。 

综上，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在进行作业布置时：要
认真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提高和改进学生学习技能；锻
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责任心；为学生留充足的时间完成作业；
收集作业；认真评价作业并及时反馈给学生，评价教学效果。今
后我们也会不断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提炼出更多更好的作业布
置方法，使学生的身心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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