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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秀的作业设计可以激励学生并促进其主动学习，在中学教育中被广泛采用。尽管作业设计普遍存在于

教育教学中，但关于教师如何实施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轶事。本研究通过对115名中学英语教师

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教师对作业设计的实践。调查结果显示，教师认可作业设计的必要性，但对其的实

施仍存在不足和困惑。为此本研究提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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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llent assignment design that motivates students and promotes active learning has been wide-
ly adopted in secondary education. Despite the popularity of assignment design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vidence regarding how teachers implement it has remained largely anecdotal. This 
study explored teachers’ practices of homework design based on a survey administered of 115 
secondary English teachers in China. Findings reveal that teachers perceived assignment design as 
necessary, but had some confusion over its implementation.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makes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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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辞海》中，作业设计指的是：确定作业的内容、类型、形式、完成要求和批改方式的过程。这

个过程是教师根据学生的学情和教学目标，将教学中的重点相结合所形成的。作业设计既要考虑到教师

预设的教学目标，形成高质量的作业设计；也要联系学生实际掌握情况，设计培养学生良好习惯、促进

其发展的作业。因此，作业设计也是体现教师教学技能的途径之一，高质量的作业设计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的成绩。“高质量作业设计”是作为“双减”政策中的重要内容出

现的，政策中明确提出坚决杜绝重复性、惩罚性的作业，鼓励教师设计个性化、灵活性的作业。同时，

上海市教委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双减”政策，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出台了《高质量校本作业体系设

计与实施指南(试行)》。指南中强调了作业设计质量是高质量的体现，教师要科学设计、规范设计，要明

确设计质量标准。 

1.1. 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 

早在 2010 年国家就教育改革问题发布了相关文件，文件中明确将“减负”作为教学工作的首要任务：

课堂教学要提高质量，减少学生的作业量和考试等课业负担。近年，国家又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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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强调了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减负增效，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对此，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印发了《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 10 门学科作业设计与实施指

导意见》，依据英语学科的课程标准和学情对作业设计提出建设性意见与指南，帮助英语教师设计高质

量作业。因此，中学英语教师应积极探究“双减”政策下高质量作业的设计，调动学生完成作业的积极

性，提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强化英语学习效果。 

1.2. 落实课程标准的要求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1]中提到，教学活动不能局限于课堂，还应该延伸到课堂之

外的学习和生活中。也就是说，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给学生创设学习和使用英语的情境，也要在课堂教

学之外通过设计作业给学生创造使用英语的机会。并且课标中还提到，英语学习要让学生掌握听说读写

等基础语言技能和运用能力。学生始终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教师的任务是通过课堂内的教学活动和课

堂外的学习活动全面帮助学生习得知识并提高英语学习的能力。而作业设计作为英语教学中的重要环节

之一，教师需要提高对其的关注，要通过及时复习巩固课堂内的新授知识来加深理解和运用能力，更要

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也能得到有效的延伸。 

1.3. 基于英语学习的需要 

作为一门非母语的第二外语，英语是一门需要保持长期积累和练习以发展语言能力的学科，良好的

作业设计对学生来说能够更加有效地辅助英语课堂学习，培养英语学习的兴趣；对教师来说能够更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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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检验教学成果，从而调整教学目标以提高教学质量。与此同时，作业设计也是进行师生沟通的重要

渠道：教师在设计作业时需要考虑学生在校学习情况和校外学习情况，只有与学生保持沟通与联系，才

能综合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学生当下学习情况的作业。根据国家“双减”的要求，7~9 年级学生的作业

完成时间需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各门学科的作业，对教师俨然是

一个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设计高质量作业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在减负的同时不减质的前提下，提高英

语学习的综合运用能力。 

2. 作业设计依据和挑战 

2.1. 理论依据：遵循课程标准的指引 

课程标准能够为作业设计提供权威理论支撑，是教师理解教学目标和教材，进行导学、导教以及导

评的准绳[2]。此外，课程标准也为教师针对不同的知识技能培养设计作业提供参考，保证了作业的科学

性和适宜性[3]，能够使作业与国家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切，与学生的能力提高及素养发展同步。一方面，

从现有政策出发，2021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明确指出作业

设计要严格执行课程标准与教学计划，提高作业设计的质量，创新作业类型方式[4]，以此保障作业与教

学目标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从其特点来看，课程标准作为学科与学段划分、教学内容制定的依据，阐

明了各阶段学生须达到的具体目标，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具有清晰的导向作用，为作业设计提供了理

论与逻辑上的目标参照点。因此，基于基础政策导向与课程标准自身特点，以课程标准为理论支撑开展

作业设计，是当下确保作业科学合理的必然要求。 

2.2. 现实依据：立足学生学情分析 

了解学情是作业设计的基础和前提，能有效保障作业的可行性。学情分析作为教育教学的生长点，

在教学系统中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5]。在教学中分析学情是为了达到“以学定教”的效果，教师可基

于学生的现有水平、学习状态及效果，提高教学针对性。此外，学生是作业练习的主体，作业为学生发

展而设计，因此准确把握学情可提高作业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从而适应基础教育改革要求，发挥育人本

体功能。“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设计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高质量分层作业、激发学生兴趣的创新性

作业，提高学生核心素养与综合能力。其核心在于精准分析学情，即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掌握其

个性特征与共性规律，熟知其学习与生活情况，为教师设计层级分明的作业寻找现实依据。教师在设计

作业时，应充分认识到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等特征，遵循认知规律

及学科知识逻辑，设计科学合理、开放创新、生动有趣的作业，构建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高质量作

业体系。 

2.3. 当下挑战：有效落实教育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双减”工作有关要求，浙江省教育厅日前发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作业管理指

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坚决解决部分学校作业数量过多、质

量不高、功能异化等问题。 
根据指导意见，作业设计须基于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体现课程性质。教师要把握预习、课堂、周末、

单元等不同学习时间(环节)的作业功能与特点，设计适宜的作业来促进学生的思考、理解和探究，切实减

少简单记忆、机械重复的练习。指导意见要求严格控制每天书面作业时间，7~9 年级平均完成时间不超

过 90 分钟。各校要建立作业统筹机制，平衡各学科书面作业，7~9 年级控制在 4 科及以内。除此之外，

教师要提高自主设计作业能力、丰富作业类型方式、提高作业选编质量、体现个体差异原则、加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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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反馈、提高作业管理水平等。各校则要设立作业每天公示制度，选用经过“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

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作业资料，研究并使用好省教育厅教研室编写的各学科《作业本》。学校只能要求

家长协助而不能代做学生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3. 研究方法 

为收集中学英语教师对作业设计素养的看法，我们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包括 59 个五点李克特量表

问题和 2 个开放式问题。教师被要求指出他们对作业设计的同意程度以及作业设计实践的频率。调查问

卷被分为两个维度，分别是测评素养量表和作业设计量表。问卷以线上形式进行发布，参与问卷调查的

中学英语教师共有 115 名，共收到 115 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100%。 

4. 研究结果 

4.1. 问卷调查表信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验的可靠性，即多次测验分数的稳定、一致的程度。在测试对象能力不变的情况下，测

试的信度越高，那么在不同情境下测试的个体能力就越倾向于一致和稳定。通常采用克隆巴赫系数来表

明受试者对所有题项作答的一致性程度，系数大于 0.6 则说明信度高，越接近系数 1.0 则信度越高。如表

1 所示，本研究调查问卷的整体信度为 0.969，接近系数 1.0，表明此问卷信度较高。 
 

Table 1. Reliability test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69 59 

 
效度是指测量的正确性，即一个测验能够测量出其所要测量的东西的程度。简而言之，效度就是要

测验所基于的判断和决定是否有效，数据分析中通常以 KMO 值为测量指标。其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

KMO 值越接近 1.0 则表示研究变量间共同要素越多，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将问卷数据输入 SPSS26.0，
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其 KMO 值为 0.862，且显著概率为 0.000，问卷的效度大于 0.8，说明该问卷效度

较高，可对此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 
 

Table 2.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 2. 调查问卷的效度检验结果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862 
 近似卡方 7165.741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1711 
 显著性 0.000 

4.2. 教师的基本情况分析 

本问卷调查了研究对象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教师年龄、教师性别、任教年级、任教年限、任教地

区等方面。从教师的性别方面来看，中学生英语教师男女性别比例差距巨大，女教师有 101 名，比例高

达 84.9%；英语男教师只有 14 名，占比仅为 11.8%。因此，由表 3 可明显看出，中学英语教师性别比例

不均衡，英语作为语言学，男女教师比例不均现象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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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Gender of teachers 
表 3. 教师性别 

性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男 14 11.8 12.2 12.2 
女 101 84.9 87.8 100.0 

总计 115 96.6 100.0  

 
通常教师的任教年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师教学实践能力的高低和经验的多少，教师的教龄越高，

教师师资水平越稳定，越有利于中学生英语教学。从表 4 可知，在 115 名教师中，教师占比最多的是拥

有 21~25 年任教年限，占总人数的 22.7%。工作年限 6~10 年及 11~15 年和具有 16~20 年及 26~10 年教龄

的教师占比相差不大，各为 13.4%、12.6%、14.3%和 16.8%。而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1~5 年、31~35 年及

36~40 和 42~45 年的教师相对来说较少，各自仅占 7.6%、6.7%、1.7%和 0.8%。总体来看，中学英语教师

的教龄较高，表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Table 4.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表 4. 任教年限 

任教年限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5 年 9 7.6 7.8 7.8 

6~10 年 16 13.4 13.9 21.7 
11~15 年 15 12.6 13.0 34.8 
16~20 年 17 14.3 14.8 49.6 
21~25 年 27 22.7 23.5 73.0 
26~30 年 20 16.8 17.4 90.4 
31~35 年 8 6.7 7.0 97.4 
36~40 年 2 1.7 1.7 99.1 
41~45 年 1 0.8 0.9 100.0 
总计 115 96.6 100.0  

 
本调查还统计了问卷参与者的任教地区，任教地区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学英语教师的作

业设计。由表 5 可知，在 115 名英语教师里，在农村任教的教师有 47 名，占比最高，是总人数的 39.5%；

而在乡镇和城市任教的教师人数次之，各为 36 名和 32 名，占比 30.3%和 26.9%。 
 

Table 5. Teaching regions 
表 5. 任教地区 

任教地区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城市 32 26.9 27.8 27.8 
农村 47 39.5 40.9 68.7 
乡镇 36 30.3 31.3 100.0 
总计 115 96.6 100.0  

 
教材是落实课程理念、体现课程性质和反映课程内容的载体，是教学最主要的资源。不同教材的理

念和内容等会有不同的体现，这些差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的作业设计。见表 6，经过统计，使

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教材的教师人数相差不大，各为 59 人和 57 人，占

比 48.8%、47.1%。而使用其他版本的教师人数最少，仅有 5 人，占比 4.1%。人教版和外研版教材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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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使用最广泛的两种教材，因此本研究数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Table 6. Textbook versions 
表 6. 教材版本 

教材版本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人教版 59 48.8% 51.3% 
外研版 57 47.1% 49.6% 

其他版本 5 4.1% 4.3% 
总计 121 100.0% 105.2% 

 
为了提高学生作业布置的便利性、有效性和针对性，练习册应运而生。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名师

面对面》、《学英语报》、《英语双语报》、《自主高校练》、和《全优方案》是中学英语教师选择用

作给学生布置作业为主要内容的练习册。由表 7 可见，选择使用《学英语报》的英语教师人数最多，为

56 人，占总人数的 26.8%；选择使用《名师面对面》的英语教师人数次之，为 53 人，占比 25.4%；紧接

着是选择使用《英语双语报》的教师人数，为 31 人，占比 14.8%；选择使用其它练习的教师有 27 人，

占比 12.9%；选择使用《自主高校练》和《全优方案》的教师人数相同，都是 21 人，占比 10.0%。 
 

Table 7. Selection of exercise books 
表 7. 练习选择 

练习选择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名师面对面》 53 25.4% 48.2% 
《学英语报》 56 26.8% 50.9% 
《英语双语报》 31 14.8% 28.2% 
《自主高校练》 21 10.0% 19.1% 
《全优方案》 21 10.0% 19.1% 
其它练习 27 12.9% 24.5% 
总计 209 100.0% 190.0% 

4.3. 教师的测评素养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对英语测评持模糊的态度。具体而言，在核心素养方面，对于问题 7 的回答表

明，问卷参与者一致认为自己不太清楚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测评学生的核心素养(M = 3.60)。关于教师会不

会在英语教学中测评学生的核心素养这一现象在问题 8中也得到了不太肯定的回答(M = 3.72)。究其原因，

可以从问题 6中得到答案，教师不清楚如何在英语测评中实现核心素养落地的原则和具体路径(M = 3.53)。
在项目式测评方面，对于问题 9 的回答表明，教师不清楚如何在英语教学中设计项目式测评(M = 3.42)
也不懂得如何在英语教学设计中设计项目式测评(问题 10，M = 3.41)。在大单元测评方面，教师的回答表

明他们对于大单元测评的了解比前面几项略微深刻，他们较为清楚如何在英语教学中进行大单元测评的

原则和方法(问题 11，M = 3.74)且较容易付诸于实际(问题 12，M = 3.86)。 
在形成性评价方面，问卷反馈的结果为教师较为清楚如何在英语教学中进行形成性评价(问题 13，M 

= 3.84)且会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形成性评价(问题 14，M = 3.89)。而在增值评价方面，得到的结果不甚理

想。教师们不甚明白教学中如何实现增值评价的路径(问题 15，M = 3.32)和方式(问题 16，M = 3.34)。但

通过教师们对问题 17 和问题 18 的回答可以知道，他们对于诊断性评价的认知更为清晰(M = 3.60)，在教

学中的运用也更得心应手(M = 3.70)。而对于电子档案评价的了解(问题 19，M = 3.35)和运用(问题 20，M 
= 3.10)就有些差强人意。在表现性评价方面，教师们的认知(问题 21，M = 3.34)和电子档案袋几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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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用(问题 22，M = 3.54)却比电子档案袋的回答反馈要高。 
教师对于如何命制跨学科试题的认知(问题 23，M = 3.17)和方法(问题 24，M = 3.09)也持有不确定的

态度。但对于如何在英语测评中运用开放性试题的认知(问题 25，M = 3.69)和方法(问题 26，M = 3.67)却
较为乐观。在任务的真实性方面，教师们对于如何实现测试任务的真实性(问题 27，M = 3.76)和选用真实

性测试任务(问题 28，M = 3.73)的回答更为积极。在综合性试题方面，教师们较为同意优先选用听说读写

结合的试题(问题 30，M = 3.77)。 

4.4. 教师的作业设计实践报告 

问卷参与者对于英语测评的看法相对一致，且他们报告的做法也没有显著差异。就作业布置而言

(问题 41，M = 4.01)，57.39%的教师表示“同意”利用现有的资料进行作业布置，这表明有一半的教师

不会自己去设计更加多样化的作业。但是有 67.82%的教师却一致表示会根据学生的弱项技能布置针对

性的作业(问题 43)，这表明教师虽不会主动去设计别出心裁的作业但也不会忽视学生的差异性。面对

问题 44 时，有 53.04%的教师表示对于学生已掌握的技能，他们还是会布置相关的作业。这种做法不

缺乏教师希望学生巩固知识且活用知识的目的在里面，表明教师们注重学生对于重要知识的掌握。在

分层作业设计的实施方面，有 62.60%的教师表示“同意”，20.87%的教师表示“完全同意”。从作业

设计的目的来看，有 60%的教师会利用各类试卷，如历年真题考卷、毕业生模拟试卷等试卷进行作业

布置。这表示在大部分的教师认识里，作业是为考试而生的辅助工具，注重的是分数，而不是培养学

生真实任务的实践能力。有 58.26%的教师承认总是布置机械性的作业，如背诵课文，背诵美篇美句的

作业。对于综合性、实践性、大单元和项目式等作业的实践回答(M = 3.17)表明教师对于这些方式的作

业设计有待提高和加强。 

4.5. 教师对英语作业设计的困惑 

在 115 名教师中，有 75.65%的教师表示他们不经常参加作业设计的培训，有 72.17%的教师表示他们

不经常参加试题命制和英语教学评价的培训。有 93.91%的教师表示他们希望得到英语测评的培训或者帮

助，95.65%的教师表示希望得到作业设计的培训或者帮助。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当前的英语教师培训方面，

尤其是英语测试和作业设计方面，较为欠缺。 

5. 讨论 

调查的结果显示，教师普遍对作业设计的重要性持积极态度，他们对作业设计的实施存在困惑，以

及在作业设计实践中遇到的挑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了英语教师作业设计培训和有效实施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英语作业设计中，教师通常都会让学生抄写英语单词和句子，并结合各种练习题来提高实

际应试能力，这样的作业设计方式的确能够提高学生对英语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但也会导致学生态度

不认真，甚至是互相抄袭作业的问题出现。同时，这样的作业设计没有体现出个性化特点，对于学习成

绩比较好的学生来说，很难通过做作业来提高自己，而对于学习比较差的同学来说，会因为作业太难而

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在“双减”政策的实施和引导下，教师应当适时地改革以往较为落后的作业设计

方式，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教师应尽量结合学生的学习现状，设计出更多具有针对性的作业任务，使学生在做完作业后也能有

充足的时间进行自主探究，或是参与自己感兴趣的课外活动。由此可见，以“双减”政策为背景转变作

业设计措施可以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教师需要控制作业任务的数量，要使全体学生

都能及时做完作业，从而体验成功的快乐，增强学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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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中学英语教师对于作业设计的实践。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教师们对于作业设计的必要

性以及对于参加作业设计和英语测评的培训的积极影响有乐观的认识，但他们对作业设计的标准和践行

方式还存在困惑，需要进行科学的设计培训。 
首先，“双减”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为学生减负，使学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课堂学习中，从而提高

学习效率。在“双减”政策的号召下，中学英语教师应该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对课后作业的内容

与形式进行优化。其次，由于作业设计以结果为导向的性质，合理的作业设计可能需要根据实际学情和

班情来决定，那么培训的内容则会因不同的情况而异。最后，建议教育部门多组织培训关于作业设计的

研讨会，鼓励中学英语教师们不断反思自己对作业设计的认识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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