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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数学作业的优化设计 
◆杨丽芳 

（喀喇沁旗锦山第二小学  内蒙古赤峰市  024400） 

 
作业是小学数学教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师生为完成教

与学的既定任务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是巩固和运用知识的重要手
段，是教师检测教学效果的重要工具。新课程背景下的作业设计
不能只重视作业的短期功利作用，忽视了作业长远的教育价值，
因此要求作业设计要有新意、有创意，把知识、情感、态度贯穿
于其中，使学生感受数学学习的魅力，关注学生主体发展的内在
要求，激发创造潜能，培养创新意识。这样不仅可以巩固课堂所
学的知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一、设计好作业的内容 
数学较强的逻辑性决定了它的课堂性质会相对来说枯燥乏

味一些，这就需要教师设计一些具有趣味性、生活实践性的作业。
使学生感觉作业很轻松，不是负担。 

1.设计趣味性作业 
小学生的学习往往依靠的是学习兴趣，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学

生会在一种强迫学习的心态下学习，学生就会感觉学习乏味，没
有积极性，完全处于一种应付状态。为调动小学生学习数学的积
极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数学的生动有趣,除了课堂教
学上激发学生学习的数学趣味性,还要强化数学作业的趣味性。
比如：低年级的口算，可以采用同桌对口令，全班开火车的形式
进行练习。学生学得有趣，自然不会觉得数学无聊。 

趣味性的作业让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成为了一个生动活泼
的、主动的学习过程。 

2.设计实践性作业 
数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性作业是在学生掌握了

基础知识后设计的作业，也就是适当引导学生把数学问题转化为
动手实践问题,让学生把所学的数学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数学来源于生活，也应用数学知
识去解决生活中的各类数学问题，加强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在数学
学习中十分必要。比如：在学习完认识人民币后，与家长一同购
物，懂得付钱、找钱……；学习测量，认识长度单位米和厘米后，
布置回家测量门、窗、床等物体的长度，并做好记录；学习完五
年级新人教版 16 页分段计费的实际问题后，让学生自己了解本
地出租车行驶多少公里之内的价钱是多少，每多行 1 千米，再多
付多少钱，让学生自己计算一次打车所花的费用。 

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满着数学，在现实世界中寻找数学问题，
能让数学贴近学生的生活，能让学生体验到数学的价值，从而产
生积极探究的兴趣。通过实践性作业，真正做到培养学生养成独
立的工作能力和习惯，从而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造才能，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二、设计好作业的数量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新课程要求我们的教育要“面向全体，

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并尽可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布置不
同层次、不同要求的作业。如果要求学生把作业做得有质量，不
仅要考虑作业的内容，还要考虑作业的数量。数量太少，达不到
训练的要求，留的过多学生觉得压得喘不过气，没有头绪，缺乏
信心，最终完成的没有质量，只是应付。苏霍姆林斯基肯定了这
样一个事实：各个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是不相等的。因此，面对
不同的学生要留分层的作业。 

比如：在学解方程的内容时，就可以留数量、难度不同的练
习，争取做到使每位学生都能得到不同的发展。稍差一点的学生
可以完成稍简单的题目，x+5.6=9.4    15x ＝3   x-0.7x=3.6     
3x － 8 ＝ 16 ， 好 一 点 的 学 生 还 可 以 再 完 成 91 ÷ x ＝ 1.3  
3(x+0.5)=21   4(x-5.6)=1.6 等这样的题目。    

又如：在学习小数乘法简便计算后，可以设计三个层次作业： 
A 级：（1）（0.25＋2.5）×4     （2）3.4×64＋3.4×36    
B 级：（1）5.7×99＋5.7        （2）6.5×10.1   
C 级：（1）2.4×5.6＋2.4×5.4－2.4  （2）3.7×3.8＋0.37×

62，此种设计可以调动学生作业的积极性、主动性，避免作业的
单调、枯燥，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挑选符合自己的实
际水平的作业，激励中、下等生积极进取，不断努力，而且让优
等生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也让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掌握了知
识的要点、体会了知识的联系，提高了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真
正做到“人人学习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
同的人在数学上有不同的发展。”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另外留作业时，在课前、课中、课后也要注意数量。课前留
的作业题目不宜过多，目的是检验上次课的旧知，了解学习本节
新知是否有障碍，因此抓好知识点，做一、两道题目就可以，为
新课做好铺垫。课中的训练主要在新课中出现多个知识点时，为
对刚刚学的知识点了解学生掌握的情况而进行的练习，此处也不
宜过多，因为上课的时间毕竟有限，接下来还有新的知识予以探
究。课后的练习的容量可以稍大一些，但是也要依据学生的情况
而定，不易做大量机械重复性的作业。所留作业本着夯实基础，
能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目的。 

总之，作业设计应以新的课程理念为指导，面向全体学生，
布置书面练习与动手操作相结合、课本作业与实践性作业相结
合、知识性作业与创造性作业相结合，针对不同的知识内容以及
学生的年龄特点，把作业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的创造热情，放飞学生的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