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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基于交互式新课堂的作业设计有效运用的研究 
◆杨  雨 

（陕西省西安经开第五小学  陕西西安  710018） 

 
摘要：在交互式新课堂的研讨下，为实现“以学定教”的教育理念，把

知识前置化，将课堂上更多的时间还给学生进行算理的探究。将作业分

为预习作业及反馈（自学微课+前测+预习反馈单）、课堂作业及反馈（反
馈前测+中测+后测）、实践型家庭作业三部分，注重培养课前自学能力、

课中小组合作探究能力、课后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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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低段数学教研组经过一个学期对交互式新课堂的四次
探索，找到了今后的课堂发展方向——交互式新课堂。基于交互
式新课堂“以学定教”的教育理念，为了实现课堂学生的主体作
用，我校教研组决定把知识前置化。将学生通过自学能学会的知
识放在课前，将算理的推导与探究、自学中存在的困惑、巩固练
习和拓展提升放在课上讨论进行。交互式课堂的课前预习模式是
自学与反馈，交互式课堂的模式是纠错、探究算理及拓展提升。
基于这样的课程理念，我们对作业设计与处理也相应做出了改
变：预习作业、课堂作业、实践类家庭作业，并得到了学生与家
长的一致好评，获得了鼓励与支持。 

一、预习作业及反馈——自学微课+前测+预习反馈单 
我们先把一节课进行分割，学生通过自学或通过观看微课就

可以学会的知识放在课前完成。教师提前录制好相关微课，并发
给学生，学生在家观看之后填写预习单，并通过蓝墨云班课软件
来完成教师布置的相应前测试题。 

教师可以在课前通过查看学生的预习单中“我学到了什
么？”“我的困惑是……”两个问题来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通
过查看软件中学生答题情况来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这两个
反馈渠道可以增加教师对学生的了解，教师可以调整自己的方
向，便于在课堂上把握节奏，纠错与突破难点。这种预习方式降
低了以往教师备学生的难度，课堂上活动的开展可以更具有针对
性，真正的实现交互式课堂，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这样的预习作业，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来说都是有利的。学
生可以先观看微课，再完成小测试。也可以先完成小测试，了解
自己的薄弱之处，再观看微课，自学相关部分。有一些学生，看
一遍可能并没有学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反复观看微课自学，
直至学懂，从而实现分层布置作业。虽然学生使用的时间和顺序
不同，学生可以在课前基本达到相同水平，也使学生成为了自己
学习的主人。 

二、课堂作业及反馈——反馈前测+中测+后测 
教师已经提前了解了学生的预习情况，在课上，教师可根据

学生的困惑和测试中的错误进行集中归类解答和纠错，不但实现
了分层教学，也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系统认识。 

课中，教师可以用足够的时间引导学生进行算理的探究，以
突破一节课的重难点为主要目标。算理的探究往往是一节课最难
的部分，也是一节课最重要的部分，而充足的时间可以让探究进
行得更充分，便于开展小组讨论、全班交流。并让学生利用软件
完成课堂中测（围绕本课的重点与难点），之后通过软件的统计
了解学生的问题所在，并针对最集中的问题进行反馈，其余问题
小组内进行讨论与纠错。 

在课堂中的最后 10 分钟内，在算理探究充分的基础上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展开对本节课深度的拓展与提升。深度不是难度，
课堂的深度旨在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给学生提供可思考和探讨
问题，并通过软件完成课题后测。后测是针对一节课的全部内容
而设定的，其中包括前测与中测的类型题目，是针对学生掌握情
况的一个全面的检测，方便教师统计与了解。采取这样的方式来
进行课堂中测与后测，教师节省了批改作业的时间，可以在学生
完后即刻反馈，并针对性的讲解。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这种方
式大大的提高了课堂作业的时效性。 

三、图形与几何课的实践型家庭作业 
在完成课前作业与课堂作业的基础上，教师可以针对不同的

图形与几何课的内容结构，设计观察类、操作类和游戏类的实践
作业。教师需要通过实践作业让所授内容与学生已有的知识与经
验取得密切的联系，让已有的知识与经验更加系统。学生通过完
成图形与几何课的实践作业，体会应用此类数学知识于生活中的
乐趣，进一步发展空间观念。 

对于“图形的认识”类课程，建议教师多采用观察类实践作
业。如针对小学数学低段中认识立体图形、观察物体、认识平面
图形、认识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认识平行四边形等“图
形的认识”类图形与几何课，教师可以布置一些观察实际生活中
的图，或动手摸一摸、玩一玩等实践作业，让学生再次通过生活
中的图抽象出几何图形，并感知其特征，用自己的语言叙述。 

对于“测量”、“图形的运动”课程，建议教师多采用操作类
实践作业。如针对小学数学低段中大小、多少、长短、高矮、轻
重的比较、认识长度单位、周长的认识、计算长方形和正方形周
长、面积的认识、面积单位的认识、计算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图形运动的活动、欣赏与设计、认识平移和旋转现象、认识轴对
称图形等“测量”与“图形的运动”类图形与几何课，教师可以
布置做一做、量一量、算一算等操作类作业，让学生在课堂的基
础上独立进行操作，熟练操作过程的同时，加强对所学内容的理
解与灵活应用，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理念。 

对于“图形与位置”类课程，建议教师多采用游戏类实践作
业。如针对小学数学低段中认识上下、前后、左右，辨认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了解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图形与位置”
类图形与几何课，教师可以布置玩一玩、指一指等游戏类作业，
让学生在课后游戏中进一步感知方向与位置，便于学生加深对相
对位置的理解。 

上述课前、课中、课后作业三部曲，不但实现了分层、分类
布置作业，且提高了每种作业的时效作用，更好的应用作业来辅
助数学教学。微课与软件的引入帮助教师布置作业和批改部分作
业，可以将教师批改作业的部分时间和统计问题的时间节省出来
应用到课后辅导学生与改进教学研究方面。根据软件的统计明确
不同学生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辅导提高了辅导的效率。实践类作
业的布置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学生对图形与几何知识的应用，感受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
生活，人人能学有用的数学，从而解决了家长们反馈学生学习的
数学知识不会运用的问题，体现了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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