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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背景下，需要践行以生为本，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与

特点，创新设计小学语文作业内容与形式，让学生将语文学习与生活结

合、与实践结合，将课内学习延伸到课外拓展和实践中，有效契合《语

文新课标》的要求。优化设计与实施小学语文作业，是学生可持续发展

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优化的小学语文作业对于学生的学习能

力、应用能力的培养非常有帮助，也有助于巩固学生知识，引导掌握技

能。需要对小学语文作业的优化设计实施策略进行分析，探讨出让学生

巩固知识、形成知识网络，发展应用能力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作业优

化设计策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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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第（十）条着重强调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要求“通过
减轻课业负担，保证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但是，
作业又是检验学生学习质量，巩固学习的知识，鼓励学生延伸学
习和拓展学习的必要元素。科学、恰当、合适的作业设计内容与
形式，对于学生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发展、知识的应用非常重要。
如何在践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理念下，又保证学生快乐完
成作业，提升学习质量与学生核心素养呢？这就需要对优化小学
语文作业的设计与实施策略进行分析，希冀探索出有效的优化小
学语文作业的实施策略体系，打造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作业模式，
让学生快乐完成作业，经历学习过程，提升学习质量。 

一、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创新性作业 
（一）形式灵活，让学生有新鲜感 
学生怕做作业、拖拉作业大都是因为不喜欢千篇一律的练习

形式。要抓住学生的心，在学生活动中捕捉时机，设计出灵活多
样的作业内容，让听、说、读、写与演、唱、画、做等多种形式
相结合，让学生动手、动脑、动口，符合他们好奇、爱动、形象
思维占优势的特点，把语文技能的培养与活动相贯穿，让学生的
多种感官参与活动，参与学习。 

（二）套餐式作业，让学生自主选择。 
陶行知的“因材施教”指出，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学

生之间必然存在能力和认知结构的差异。而我们的教育是“面向
全体学生”的教育，为达到“有质量”的教育，就需要尊重学生
的差异，践行“因材施教”，让不同的学生获得不同层次的进步
与发展。对优秀的学生设计更有难度的作业，对一般学生设计基
础类、认知类和发展类作业，因材施教，作业会更有效。所以，
可以设计套餐式作业，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实际情况，自主选
定作业套餐，在自己能力范围下完成。定期测评自己的能力，不
断调整目标，选择更加具有难度的套餐，促进学生积极努力上进，
全体学生获得对应的提升。 

（三）角色转换法，让学生主动参与 
学生们不喜欢做作业，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是老师给他的，

他在完成别人的任务，自己没有真正的参与进去。如果让学生转
换一下角色，把作业中的主人公换成“我”，学生就会有主人翁
意识了。 

（四）自编式作业，让学生自主设计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可以尝试让学生自己做主——自己设计

作业，充分放 作业设计与布置的权利，充分释放学生的主动性
与创造性，让学生根据教材，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体验自己设
计作业，以促进个体学习目标达成。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转
变师生角色，学生根据兴趣和需要，自主设计作业，并完成作业，
结合激励展评的方法，鼓励学生创造性完成作业。在以生为本的
理念下，学生自主设计与完成作业，能提升学生主动性。 

二、针对语文学科的特点，设计综合性作业 
（一）读写结合 
教材是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文本，是非常珍贵的学习素材。

但是“读万本书”理念指导下，单纯的阅读和学习教材，对于小

学生的发展来说，又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将教材学习与课外书
籍学习结合起来，课内外阅读结合，读写结合，在“群文阅读”
模式下，实现高效、高质量的语文教学。应不拘泥于课本，不被
课本所缚，而应从课文中得到启发联想，挖掘课文中的练习点，
为学生寻求语文素养发展的实践机会。 

1. 与课文联系 
读写结合是非常有价值的写作训练模式，又能让学生阅读得

更加深刻。读写结合有助于促进阅读和写作的相得益彰。教材中
的课文是专家学者们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和各类文章中精心
挑选出来的。大都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典范当中的典范，每一篇
都值得我们反复地研读和鉴赏，每一篇的课文内容都为学生的写
话提供了特有的情境。 

参与读写结合，有助于促进学生深刻理解文本，并培养学生
良好的道德情操与写作素养。 

2. 与课外阅读联系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多读书能让人理解更多知识，掌

握更多人生道理。“读万本书”的意义重大，需要鼓励学生多读
好书，多一些课外的书籍，补充知识的不足，并不断从书中吸收
知识与智慧。 

（二）学科与学科整合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工具性学科。在新时代背景下，应摒弃

学科界限，组织学生在学科综合理念下学习。把语文、数学学科
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合，淡化学科之间的界限，淡化知识分割，
尽可能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尽可能
综合学习并运用知识，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三）与学校活动整合 
学校是学生生活的非常重要的场所，在学校中学生收获了知

识，收获了友谊，也快乐地成长着。在学校生活中，学生 感兴
趣的莫过于各种各样的活动，教师如能根据活动的特点做个有心
人，就能生成各种学生感兴趣的的作业。学生有了这些学校活动
的经验，可以将语文学习与学校活动结合起来，设计综合性作业，
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核心素养。 

总之，通过优化小学语文作业的设计与实施策略，有助于丰
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形式，让学生认识到不一样的小学语文作
业，快乐参与到多样性、综合性、生活性的作业过程中，有助于
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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