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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版)将义务教

育阶段数学课程的培养目标具体细化为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确立了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课程目标。

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成为众多学科教学的价值追求，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也越发成为教学中很重要的

人物。而随着作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其也成为实现数学课程目标的载体之一，所以应该承担起培养学生

数学核心素养的重任。另外教师在设计数学家庭作业的过程中，要充分思考尽力发挥数学家庭作业的功

能，进而促进教学目标核心素养的实现。但因为现今发现很多家庭作业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从而

存在多处问题，如数学作业内容单一、解题方法单一、数学题型单一。本文基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内

容以及“双减”政策中对数学作业优化布置的要求，先是介绍数学作业的作用和功能，再通过文献研究

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等，对北京某小学的高年级学生和数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

旨在深入了解当前小学高年级数学作业布置现状。进而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导致的原因，从而提出改

进策略，以期对提高数学家庭作业设计质量、实现减负增效、增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生成与发展等方

面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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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
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2022 edition) specifies the training goal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t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a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establishes the curriculum goal ori-
ented by core literacy.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y in mathematics has become the value 
pursuit of teaching in many subject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y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figure in teaching.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omework,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arrier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o it should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ining students’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In ad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mathematics homework, teacher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mathematics 
homework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teaching objectives. But because many 
homework cannot play its due func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a single math homework 
content, single problem-solving methods, single mathematical problem-type.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and the requirement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first, it intro-
duces the function of mathematics homework, and then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case analysis and so on, it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o the 
senior students and mathematics teachers of a primary school in Beij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athematics homework arrangement in senior grade of 
Primary School, and then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causes, so as to propose improve-
ment strategies. It is expected to be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omework design, reducing 
burden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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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高年级作业设计的背景 

“双减”政策要求在有限的作业量限制下提升课后作业质量。对于教师而言，合理设置安排作业至

关重要。因为作业是学生对每天所学内容掌握程度的反馈，是查缺补漏的重要时机。是弯道超车的机会，

所以作业至关重要。小学高年级学生主要指五六年级的学生，此部分同学作业量明显增加，知识难度也

提升，同学之间差距明显拉大，有小部分同学出现厌学情绪。所以在此背景下，小学作业的合理设置与

安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业应该发挥其功能，但目前的家庭作业布置情况有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

题还有待解决。 

2. 小学数学作业的重要作用 

当前，教育界正在密切关注并深入研究小学数学作业的设计，这一议题已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

环节。当前，我国有一些小学已经开展了关于数学作业设计的研讨会与交流会，并且有很多教师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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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网站上发表了相关教学研究文章。而新改革也对小学数学的教学及其作业的布置提出了更明确、更

细致的要求，尤其是对作业布置问题，要求教师必须要最大程度发挥作业的功能和作用，能够更深层次

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能够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由此可见，小学数学作业的设计和布置越发

起到重要作用。作业也对学生当天学习内容掌握情况的反馈，校内课堂教学活动的延伸，有效地作业可

以提高教学质量更能促进学生成绩提升，有效的深入的作业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后巩固作用，

是实现提高教学效率的关键。并且，有效的小学数学作业设计，能够使学生学习到的知识更好地运用于

生活中，使学生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更好地掌握吸收实践新知识。教师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因材施教能根据学生的情况有区别地设计作业，能够保证每个层次的学生都能提升学习能力，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3. 核心素养导向的家庭作业整体作业设计的原则 

1) 整体性原则 
格式塔心理学派强调“整体不同于其部件的总和”。这意味着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和理解是基于整体

的，而不仅仅是由各个部分简单相加得到的。因此，作业设计应从帮助全体学生发展的视角出发，体现

家庭作业的整体性和语言学习的系统性。教师需要深入解读教材每单元及每课时话题所蕴含的主题意义

以及重要内容，引领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深入探究每课重点内容，实现语言的迁移运用，促进语言

知识的系统化[1]。 
2) 育人目标 
作业设计应以育人为切入点，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关注全体学生，实施结构化设计，尊重学生差

异性，聚焦分层性作业，凸显学生主体，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落实“教–学–评”一体化[2]。 
3) 核心素养导向 
作业设计应立足于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使学生逐步构建对家庭作业意义的认识。作业要连接

生活情境，促进学生思维发展，并注重层次性和趣味性，设置基础型、拓展型和实践型作业[3]。同时，

作业设计可以适当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作业育人功能。 
4) 主题意义的探究 
家庭作业设计强调要凸显主题的引领作用，要求教师聚焦核心素养，充分挖掘家庭作业的育人价值。

通过持续深度挖掘主题意义下的教材内容所承载的内涵，并与学生自身的认知基础和生活经验相结合，

从而促进学生的整体全面发展。 
5) 学生活动的设计 
在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中，学生活动应有层次、有梯度，从个体活动到同伴互动，再到社交活动，由

浅入深，由易到难，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学有所得，享受学习带来的乐趣[4]。 
6) 作业评价标准 
家庭作业设计应有明确的评价标准，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应用能力的提高。 

4. 小学高年级数学家庭作业设计现状分析 

(一) 作业内容固化 
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作业，往往忽视学生个体的差异，给所有学生布置相同的内容，不考虑学生的接

受水平。例如抄写语文课文、抄写英语单词、看图写话等。这种内容固化的作业，很难满足不同学生的

需要，甚至有时还会达到浪费时间的情况。 
(二) 家庭作业缺乏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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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家庭作业只是停留在书面，并没有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是

为了应试而留，没有把生活和实践相联系，这样不能使学生的思维能力，综合素质得到发展，家庭作业

与生活没有连接到一起，对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也无益处，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 作业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作业只是注重所谓的“题海战术”，并没有将课上所讲的知识面面俱到地安排在学生的家庭作业中。

但当前学生毕竟能力有限，心理素质一般，过多的题会使学生感到厌烦。而这样只会使学生将精力放在

对付作业上，不能自主总结题型，也不能过多的思考。长久以来学生会减少对学习的兴趣，甚至产生厌

学心理。 
(四) 作业评价笼统 
教师对学生家庭作业的评价是非常片面的，教师的作业评价没有发挥出鼓励学生、激励学生的作用。

老师只是简单的批改的“对”或“错”，缺乏对学生针对性的鼓励引导和建议[5]。 

5. 小学高年级数学家庭作业的科学设计 

(一) 丰富作业内容，设计分层作业 
家庭作业也要根据学生能力水平接受情况，因材施教使所有学生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家庭作业采取

分层设计，不同水平的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例如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具体水平分层 A、B、C 三层，A 层

为优等生，家庭作业可以多布置些巩固提高类内容，在学生已经知识水平上进行拓展。B 层学生为中等

生，先巩固校内基础知识，学有余力的同学可进行拓展。C 层学生为后等生，重点就在于加深巩固基础

知识，例如可加强数学基础计算、语文生字词、英语校内单词。要针对不同学生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

差异性布置作业。要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使每一位同学都得到发展。例如在学习“四边形”这堂

课时，对于优等生就可以布置等高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比梯形的面积大这类判断题，也可以布置很多求

四边形面积的习题。而差生则需要布置简单些的内容，例如要求学生把梯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

面积公式背下来，简单会应用即可。这样因材施教更有益于不同学生的发展和需要。并且美国心理学家

米勒提出的组块思想认为，越是把学习的材料组成组块，储存量就越大，提取的效果就越好。所以作业

要有效地把各个知识点，各部分内容串联在一起[6]。使其掌握的知识点可以更好地形成系统。 
(二) 联系生活实际，设计实践作业 
数学作业要能够实际应用到生活中，因为生活中处处是数学，要让学生发现数学的美。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有益于学生的发展。如在学习到进位加法进位减法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坐车时数一个车上

的人数，在每一站下去几人？又上来几人？五站后还剩几人？让学生的作业与生活实际相联系，感受数

学的乐趣，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7]。 
(三) 彰显学生个性、设计自主作业 
家庭作业要能够彰显学生个性，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额外做一些自主作业。

例如老师可以给学生分组，几名同学合力完成一项作业。定期向老师进行汇报，老师给予讲评。并且作

业布置还是要体现提升学生思维、提高学生能力的作用。让学生掌握不同的学习方法，解题方法和技巧。

加深学生对各个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8]。 
(四) 让学生感受到关注和爱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要受一定的需要所驱使的。人类的七种基本需要从低到高分别是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求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一个正

常人的生理、安全、爱与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向更高层次需要努力，对自我实现具有较高的要

求。在教学中及时有效地表扬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感受到爱和尊重，从而更加渴望学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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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这种积极的行为得到了加强。在布置家庭作业时，对于表现好的学生也可以采取这一措施。在

课堂上，老师可以鼓励全班给予其掌声，老师也可以口头表扬；谁作业做得又快又好，老师就可以奖励

学生一支铅笔或一块橡皮等，以此来激发其他学生的学习欲望。但在表扬时，不要过分表扬，且表扬的

理由要具体，不要随时把“你真棒”挂在嘴边，否则学生会陷入困惑，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行为被表扬

了，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同时也会让老师的表扬“不值钱”，话语的权威性下降[9]。 
结语：小学高年级数学作业仍旧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现有的研究下，只能尽可能地进行修改

和完善，努力拓宽学生的接受能力，提升学生的掌握知识能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发挥家庭作业的作用。也希望教师都能根据学生的情况和素质制定和完善学习计划，促进学生发展。 
(五) 关注学生发展、完善作业评价 
一份正确、及时的评价能够有效激励学生，老师的评价也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自己作业完成情况，并

引导学生意识到并且改正这些问题。老师的评价也需要多元化，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可以给作业

完成优秀的学生发奖状、或小礼品，也可以定期选择出优秀学生给予“进步之星、学习之星”[10]。 

6. 结束语 

总之，通过对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家庭作业设计的分析与实施，确信这一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应对

新时代教育的挑战。最终的目标是让学生在享受学习乐趣的同时，拓宽视野，形成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为学生的未来学习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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