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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下的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与研究
覃雪梅

广西省河池市宜州区第五小学　广西　河池　546300

摘　要：在“双减”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也发生了转变。教师除了要采用适当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

更轻松地学习语文知识外，还要帮助学生掌握语文学科的学习技巧，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故而，小

学语文学科的作业设计也要根据教学目标的改进而做适当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小学语文教师就要从作业内容、作业形式

等方面，对小学语文作业设计进行改革。本文基于此，对双减下的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展开研究，旨在落实“双减”政策，为

学生减负，为广大同仁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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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有效提升教学效率与质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规
定课后作业时间及学科培训标准，切实为学生减轻作业负担，
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教
师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在当前“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语
文作业改革已进人“深水区”。作业“减”什么、怎么“减”，
许多专家、学者和一线语文教师纷纷投身该研究。但纵观其
研究成果及实践应用，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而对一些诸如
怎样利用语文作业培养学生想象力、创造力和引领学生建立
正确的价值取向、追求远大的人生梦想等微观问题的研究及
应用关注较少，这使得小学语文作业改革虽已达成共识，但
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使之变成共同体行为，还有很长的
一段路要走，还需要小学语文一线教师从根本上转变作业观
念，让作业成为学生学习生涯中的快乐事情。

一、现阶段小学语文作业存在的问题
小学语文作业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练习帮助学生巩固课堂

所学知识，提高灵活运用能力。现阶段小学语文作业存在着
不少问题。

（一）作业内容同质化
不能兼顾学生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作业内容往往是全班

统一要求，如背诵某首诗歌、将生词抄写数遍等。对于已经
完全掌握知识点的学生来说，这样的作业是一种额外的负担，
而对于尚未完全掌握的学生而言，不求甚解地完成作业，无
法实现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的提升。此外，作业设计没有实
现不同年级的有序衔接递进，低年级的抄写与高年级的默写
并没有本质区别，存在同质化现象，无法促进学生学习能力
的提升。同质化作业内容有利于教师对学生作业进行检查，
却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因为同质化作业无法满足不同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不利于对学习内容的巩固，不利于
对学生阶段性学习引导，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成长。

（二）作业形式单一化
作业设计纸质化多，实践性少；机械抄写多，创造性少；

模式化多，创新性少，机械化作业使学生感到很大压力。主
要表现为完成练习册题目、完成课后习题、完成抄写背诵等，
十分单一枯燥，无法引起学习兴趣，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与
创造力，产生敷衍、抄袭等不良学习态度。此外，单一的作
业形式也限制了学生将课本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中，使学习
与生活实践割裂开来，致使有的学生认为“学习无用”，长此
以往会出现厌学逃学现象。单一化作业是对学生自主学习和
自主创新能力的毁灭与打压，学生完成作业重量不重质，缺

乏学习兴趣，影响了学习质量与效率。
（三）作业评判平面化
教师评判是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评判有

利于矫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犯的知识性错误，能够极大
地鼓励、鞭策学生，提升学生的自信心。然而现阶段小学
语文作业存在着评判标准平面化、简单化现象，往往用

“对”“错”“优”“良”“及格”等标准对学生作业进行分类，
时常得到作业好评的学生无法明确进一步的努力方向，而经
常性得到差评的学生则不知如何改进，极易出现厌学现象，
在平面化的评判标准之下，学生失去了作为学习主体的自主
性，简单的等级划分既容易使教师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
也容易使学生为自己贴上标签，不利于进一步的发展；而作
业评判的统一标准也是扼杀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种体现，
大家耳熟能详的“爱迪生说 1+1 不等于 2”的故事就是典型
案例。在小学阅读教学与评定过程中，练习题往往是有标准
答案的，但学生依据想象力所给出的不同答案不应被简单地
评定为错，教师应对此加以引导说明。唯分数论是作业评判
平面化的另一种体现，一切以分数为标准进行划分是简单粗
暴的，既无法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也不利于促进
学生的学业发展与人格发展。平面化的作业评判适用于简单、
机械的作业内容，但并不适应素质教育背景下对学生综合素
质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是一种传统的、落后的评判方式，不
利于学生的学习与成长。

二、双减下的小学语文作业设计
（一）施行作业分层设计
所谓“教者若有心，学者必有益”，教师在语文作业设计

时，要以明确教学目标，巩固教学内容为前提，充分调动学
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在提高语文水平的同时，
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良好学习习惯。教师在进行语文
作业设计之前，首先要提炼教学重点，设计有针对性的课后
训练。以《落花生》一课的课后作业设计为例。教师在设计
课后作业时，可以将其分成四个层次：（1）抄写课后要掌握
的“四会字”，即需要会读、会认、会写、会默的生字，理解
课文中出现的新词，反复阅读文中好句；（2）课后用自己的
语言将课文内容叙述给家人听；（3）仔细观察课文中的插图，
通过图中蚂蚁的神态、动作，想象它们的心理以及相互间的
对话，将自己的猜想说一说、写一写；（4）课后阅读一个自
己感兴趣的童话故事，并练习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在课
堂上做分享和评比。作业（1）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完成，意在
夯实基础。作业（2）要求基本完成，对一些学习能力稍差的
学生来说，这个作业可以进一步巩固学习内容，提高语言表



2022　5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90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达能力。作业（3）要求尽量完成，能力稍差的学生在完成作
业（2）的基础上，可以试着说一说，写一写。而对于中上
等水平的学生来说，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以说写结合的方式，
提升读写能力，提高写作水平。作业（4）的意义则在于激发
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学习兴趣，对于一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来
说，可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课外书籍，提高自身阅读能
力、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养成良
好的自主学习习惯。教师可以定期对学生的阅读成果进行检
验，对读书量较大的学生予以表扬，给予相应的奖励，为学
生树立良好的榜样。这样一来，既能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
又能促进学生更加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课余生活，积极主动地
延长阅读时间，增加写作量，从而促进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

（二）注重多样性，让小学语文作业更有“效度”
小学语文作业最大的忌讳是数量过多、重复出现、偏难

繁怪、超越课标等，这样的作业形式既不符合学习规律，给
学生造成太大的心理负担，又容易引起学生厌烦情绪，使学
生产生倦怠感。为此，在设计小学语文作业时，教师要尊重
学生个体在认知水平、接受能力、兴趣爱好等诸多方面存在
的差异，针对不同情况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盛的作业“超
市”，让学生基于自己的需要自由“选购”一份或几份自己喜
欢且有能力完成的作业。例如，五年级上册《慈母情深》是
选自著名作家梁晓声《母亲》的片段。在教学时，可以设计
一些供学生自由选择的作业：（1）将文中描写母亲外貌、语
言及动作的句子片段圈画出来，准确、流利、声情并茂地朗
读给母亲听，感受母爱的无私与伟大；（2）积极主动地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在帮父母减轻劳动负担的同时，体验
父母的艰辛与劳累；（3）利用课余时间搜集、阅读有关赞颂
母爱的文章，摘录描写母爱的优美语段与其他同学分享；（4）
亲手为母亲制作祝福小礼物，表达对母亲最深沉的爱，等等。
在给学生提供多样化作业的同时，也可以设计一些诸如主题
活动、表演课本剧等形式不限、内容综合性很强的作业。例
如，在母亲节或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时，可以设计如下
作业：给最亲爱的妈妈一个惊喜，看一看哪一个同学做得既
显真诚亲切又创意满满，然后把自己的真诚、创意和妈妈的
惊喜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此外，还可以小组为单位分层
划分作业梯队，如以加强能力与知识拓展为主的模范生梯队、
以巩固基础练习又兼顾能力与知识拓展的中坚力量、以把基
础打牢为主要目标的潜力组，这样因人设计，确保作业层次
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实现作业效益最大化。

（三）丰富作业形式，增加体验性生活化设计
在“双减”政策影响之下，为在课后高效掌握学习内容，

教师需要在作业设计环节投入更多的实践与精力，用更为丰
富的作业形式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语文作为一门“无处不
在”的学科，在学习方式和特点上显著区别于其他学科。在
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课堂知识的学习，也要注重课堂内
容在生活中的运用与实践。单一、机械化的作业形式无法满
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有悖于语文学科的教育教学理念。作业
布置要考虑学科特点，也要考虑学生的身心特点，用更为丰
富的课后实践活动补充单一的作业形式。例如“找找街道上、
牌匾中的错别字”要比“改正这段话中的错别字”更能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而“背诵台词、表演课本剧”的方式要比

“背诵默写课文”更能得到学生的喜爱与认可。设计作业要注
意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例如，“画出你想象中的春天
并围绕这幅画讲一个故事”，这种作业形式既考察了学生的主
题创作能力，也考察了学生的看图说话与逻辑思维能力，颇
受学生欢迎。语文学科要重视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与价值观，可以通过“小组作业”形式，培养学生的合作
与沟通能力。设计作业要围绕“立德树人”理念，教学生做
事，也教学生做人。体验性、生活化的作业形式是小学语文
作业设计的全新尝试，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自主
创新能力，实现活学活用的课程目标。

（四）布置学科融合的作业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极力“提倡与其

他课程相结合，开展跨领域学习”。在设计小学语文作业时，
应在“大语文观”的引领下，基于文本的内容特点，将语文
教学和数学、道德与法治、音乐、科学、信息技术等其他学
科融合起来，使语文作业既充满语文要素，又蕴含人文素养。
如五年级上册《鸟的天堂》，以清新流畅之笔，生动地描绘了
这株大榕树的奇特之美和众鸟纷飞时的壮观景象，体现了作
者巴金先生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和由衷赞美。通过这一课的
学习，以“大榕树为何长得如此茂盛”为主题设计课外作业，
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归纳总结出三个原因：一是根系发达；
二是气候适宜；三是生长时间长。这一作业设计，既能引导
学生寻找、发现课文中的科学知识，实现语文与科学学科的
巧妙融合，又切实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五）转变评判标准，构建参与性指导性体系
传统的平面化评判标准不利于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

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在“双
减”政策影响下，教师要重新构建参与性、指导性的课程作
业评判标准，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作业可以写
在练习册、作业本上，教师可以通过创新课程作业载体的方
式，打破学生的排斥、厌恶心理，通过在作业本上进行简单
的手绘、贴贴纸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鼓励学生与教
师积极交流，以留言形式大胆说出学习过程中的疑惑。要以

“作业评语”形式代替传统的等级划分，通过“给予肯定——
指出问题——鼓励发展”的形式，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客观
评价，帮助学生明确学习方向，不断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
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指导者与引路人。构建
立体化、参与性、指导性的作业评判标准，能够更有针对性
地对学生的学习问题作出指导，有效避免贴标签等现象的出
现，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作业质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三、结束语
总之，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课后作业设计时，要遵循科

学性、合理性、多样性原则，从学生实际学习能力出发，明
确作业设计目标，调整作业设计内容，优化作业设计形式，
增强作业设计的趣味性。在减轻学生课后作业负担的同时，
保障学习进度，保证学习质量，全面提高学生语文学科的综
合水平，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双减”本质在于使课堂
更好地发挥教育教学功能，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上达成学习目
标，而经过优化的小学语文课程作业，不再是教学内容的机
械重复，而成为课堂教学的补充与提升、知识点的精准再现，
有效提升了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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