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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数学作业有效性教学的初步探索 
◆张  娜  鲁引娟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普集街乡柳林小学  712200） 

 
学生只有通过作业，才能内化自己的能力，建构自己的认知

结构，同时作业也是老师了解学生、检验教学效果的窗口，是进
行师生交流的桥梁，是调整教学方法的指南，作业是课堂教学的
延伸，是内化新知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作业是不可缺少的重
要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多数数学作业却是模仿性作业多，创新
性作业少，封闭训练作业多，开放性作业少，机械重复计算作业
多，探究体验作业少，如此作业怎能发展学生创新思维，提高教
学效率？那么怎样才能让数学作业发挥 大作用，成为高效作业
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布置具有层次性的数学作业促进学生全面提升  
学生由于先天或基础等问题，数学水平不尽相同，布置的题

目太简单或太难，都不利于整体教学水平的提升。因此，针对不
同基础、能力、水平的小学生，数学教师应布置相应难度的家庭
作业，使其获得 大程度的进步。教师可以把小学数学家庭作业
分为三个等级：基础题、选做题、综合题。其中选做题和综合题
对小学生不规定统一的要求，用这种方法能将学生水平与家庭作
业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无论从作业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
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此外，这样做还可以缓冲有潜能学生的
心理压力，提高中等生和优秀生的创造性和自信心。 

受家庭背景及自身因素的影响，学生之间的数学知识和数学
能力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
要让“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为此，在作业设计
时，从学生实际出发，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设计层次性的作业，
为任何一个学生创设练习，提高，发展的环境，使每个学生成为
实践的成功者。 

1. 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模仿练习，变式练习，发展练
习三类，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自己需要的作业。 

2. 根据学生之间的差异，设计些具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和结
果的练习题，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的需要。 

二、多元化评价作业促进学生做作业的兴趣  
改革作业的评价方式，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功能。传统意义

上的作业批改、评价，主要是检查、反馈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较少发挥评价的激励功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次数学作业问卷
调查，学生问卷调查有一问题：“如果你是老师，你会怎样批改
学生的作业？”有 72%的学生提了“如果我是老师，我除了打上
对号错号，写上优秀或良好外，还会写上评语，我希望老师也能
做到！”受了此启发，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特别的地方给他
们会写上一些评语。实践证明，数学作业批改中使用评语，能从
学生解题思路、能力、习惯、情感、品质等多方面综合评价了学
生的作业，还有利于沟通师生之间的情感，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新鲜的评语，能打开学生心灵的窗户，使学生充满了兴趣，
自然地使其学习数学的优势得到顺势的迁移。当然，写评语时本
身要简洁、明了、亲切、贴切，有针对性，实事求是，充满希望，
富有激励性、指导性、启发性，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科学批改作业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效率  
批改作业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是教师和学生之

间无声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教师可以从中得到教与学
的信息反馈，了解学生对所学内容掌握的程度，同时也有利于调
整教学的方法，学生也从作业批改中了解自己对所学内容掌握的
程度。 

作业批改的形式要多样化。一般教师批改作业是全批全改，
然而教师每天的工作量是很大的，要做的事很多：要完学校布置
的日常工作、要备课、要上课、要平时单元小测验……可谓忙得
是不亦乐乎。对于学生的作业全部由老师“全批全改”不仅要花
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作业
批改除了教师对学生作业进行全批全改外，还可以使用下面的批
改方式：师生共批作业法 

师生共批法法是教师集中几个学生典型错误的作业，在实物

投仪上展示，通过共评，可以互相启发，互相争论，真正理解错
误原因及纠正的方法。通过实践，这种方法深受学生的欢迎。学
生兴趣非常高，他们在这样的共批中也体会到了做小教师的滋
味。 

四、给学生布置作业的内容要克服随意性 
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作业，它对于学生巩固课堂所

学知识，形成技能技巧、培养和发展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调查目前教学中，老师布置家庭作业很随
意。以至于家庭作业不但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有效性，而且会使学
生产生“厌学”的负面影响。 

家庭作业是要学生学会如何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地解决问题。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回归生活。有时可以设计贴近生活的作业，让
学生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如：教学“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后，
布置学生回去收集自家近几个月的用电或经济收支等情况，并制
成统计表，并就如何节约用电或合理支配收入提出合理性建议。
这样的设计可以让学生在熟悉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巩固数学知识
的同时，又能发展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在设计作业时也要根据儿童好奇、好动、好玩、好胜等特点
来设计作业。如：在教学了“元角分的认识”后，可以布置回家
后叫上几个邻居家的小朋友，用学具中的人民币，用玩具、文具
等代替货物，大家玩到小超市买东西的游戏。并要求第二天到校
后和大家交流心得。这样的家庭作业在玩中就做好了，充分调动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体验到了学习数学带来的乐趣。 

在家庭作业的设计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设计一些
开放性作业题。如有 50 个同学划船，大船每条可以坐 6 人，租
金 10 元，小船每条可以坐 4 人，租金 8 元，如果今天你是小当
家，算一算怎样租船租金 少？租金 少是多少元？这不仅有利
于学生应用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形成，而且可以使学生
在解题过程中形成积极探索和力求创造的心理态势，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精神。还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 

教师还要尊重并兼顾到学生的差异性，在布置家庭作业时努
力体现因材施教的思想，可以采用必做与选做相结合的方式布置
作业，让认知水平处于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