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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四年级数学课后作业优化设计的探索 
◆陈清霞 

（广东省兴宁市罗浮镇中心小学） 

 
摘要：因为一些地理因素的限制、生活条件的制约和家庭文化的影响，

农村小学生的课后作业完成质量偏低，农村小学教学存在一定的难度。

在教学过程中，课后作业设计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

对于小学生来说，既可以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扎实基础，又有利于学

生进行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课后作业设计是否合

理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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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后作业是数学课堂的继续和延伸，更是检验教学
效果的有效手段。它不仅可以让学生巩固一节课所要掌握的知
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发智力、拓展知识面、点燃
创造思维的火花、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能
更好地完成这个环节，在备课时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年龄、已有的
知识水平、学习的动机类型，及要巩固的知识内容等制定出适合
学生的课后作业，以达到 大的有效性。本人就课后作业的优化
设计谈谈自己的几点做法。 

一、设计童趣性作业，变“枯燥”为“趣味” 
学习趣是学习动机中一个 活跃的因素。著名心理学家布鲁

纳曾说:“学习的 好刺激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设计作业时，
我从“算”的单一形式中走出来，“趣”与“奇”相结合，将丰
富的数学知识和创造性的思维相结合，共同寓于趣味之中，把重
复呆板的机械练习为生动有趣的作业所取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他们成为学习的热情者和主动者。例如在学习了四年
级“三位数乘两位数”后，我设计的课后作业是“帮小猴找门牌
号”的游戏作业。快递员小猴去给朋友小狗、小猫、小熊和小兔
送快递。当它来到朋友们居住的小区一看，傻了，原来这里的门
牌号都是一些乘法算。你能帮它找到各个门牌号，把快递送到家
吗？为了改变原有计算题枯燥、乏味的现象，我经常设计一些如
“找门牌号”、“小动物闯关”等带有童趣味的游戏性作业，把计
算题融合在故事情节中，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运算的
方法和技能，这样的作业形式不仅适应小学生的年龄和思维，而
且更有利于学生体会到作业的生动和趣味。 

二、设计实践性作业，变“纸上谈兵”为“实际应用” 
数学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设计数学课后作业时，将

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能够提高巩固新知识，而且能够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实际应用，从而增加学习数学的兴趣。例如在
学习了四年级上册“单价×数量=总价”后，我设计的课后作业
是完成一张购物记录卡。写明 

商品名称: 
单价: 
数量: 
列式计算出所要的价钱: 
付给售货员的钱: 
找回的钱: 
让学生带着购物记录卡去超市买东西，并在购物的过程中完

成记录卡。学生首先考虑买什么东西，然后去观察了解商品的价
钱，即单价，再确定所买的数量，考虑怎样用所学的知识算出要

付的钱。在实践过程中，学生将数学知识运用其中，感受到生活
与数学的联系，也培养了他们运用数学思维方式解决日常生活问
题的能力。将课本知识生活化，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了解生
活，让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生活化，具体化。 

 
 
 
 
 
 
 
 
 
三、设计层次性作业，变“一刀切”为“因材施教” 
泰戈尔说过：“不能把河水限制在一些规定好的河道里。”在

设计作业时不能“一 切”，而要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出
具有层次的作业，满足学生不同学习能力的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使他们都能得到进步和发展。例如在学习了“去图书馆”后，我
设计的课后作业有基础题和提升题。基础题：在纸上画出从家到
学校的路径，标出周围主要的建筑物。提升题:在纸上画出从家
到学校的路径，标出周围主要的建筑物，写出从家到学校行走的
路线和距离。对于班上学习能力差的学生，只要求他们完成基础
题就可以了。这种层次性作业，既能减轻学习能力差的学生的压
力，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又能让各层次的学生在“闯关”
中体验到量力而行，挑战自我的成功感。 

四、设计自主性作业，变“被动”为“主动”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主

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实施新课程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自主性的作业给学生提供了自主探索、主动获取知识、运
用知识的机会。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进行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
我解答，真正成为学习的主动者、探索者和成功者。实践证明，
学生对自己“创造”出的习题更感兴趣，练习也更投入、主动。
我从学生的需要出发，让他们当一回作业的“导演”。例如我设
计的周末作业有写一篇数学周记；设计一份数学手抄报；设计一
份测试题等。学生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各尽所能、各展所思，兴
趣浓厚。形式多样，充满个性的数学作业给学生带来的不再是“题
海”大战后的疲倦、厌烦，而是创造发现之余的成功喜悦。 

作业是教与学的交汇点，它的布置是影响教学时效的关键环
节。作为教师，必须多花点心思，针对不同的知识内容和学生的
综合素质，把作业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设计出来
的课后作业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让学生乐学、会学，
从而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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