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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数学是人才培养中必不

可少的学科，而重视小学数学练习题的个性化生成，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及学习能力。基于此，本文首

先总结“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的价值；其次，分析“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智能错题

集生成应遵循的原则；最后，提出从个体差异角度实现智能错题集的层次化生成、从学生实际出发实现

智能错题集的生活化生成、从思维发展实现智能错题集的游戏性生成等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的生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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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
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ith talents, talent training has become a key issue of national 
concern. Mathematics is an indispensable subject in talent training,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ersonalized gener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practice problems can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ly summarizes the value of the 
gener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intelligent problem se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Secondly,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gener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intelligent problem se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generation strategies of intelligent error set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such as the hierarchical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problem s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life-like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problem sets from the actual situa-
tion of students, and the gameplay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problem se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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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小学数学练习题个性化设计与生成面临着巨大挑战。基于“双减”背景，

小学数学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个性化地预留数学练习题，以方便学生回顾课堂中所学的重

要知识点，切实帮助学生弥补薄弱环节。若想达到此种“减负增效”的效果，可以通过大数据智能的方

式科学地分析新课标要求，有效结合“双减”政策的内容，对数学练习题的生成原则及思路加以明确。

依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及理解能力，通过智能错题集科学地对练习题进行个性化生成，从根本上提高

数学练习题生成的质量。从此种角度来看，本研究有现实性价值和意义。 

2.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的价值 

1) “双减”背景下，探究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的社会学理论背景。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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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进人大众视野并不常见。它提出“全面压减作业总

量”是中小学生减负的途径之一，“作业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切与教育研究的重点内容。关于作业的

功能，目前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例如“没有证据显示小学的作业对学业成绩有任何好处”[1]，而

实际上学生写作业似乎“天经地义”。但大家达成一致看法的是优质练习题承载着重要的育人功能。 
2) 深度学习视域下，探究小学数学练习题价值的重构。 
“双减”绝不是简单地减少练习量。为落实“减量增质”目标，务必提高课堂学习与练习题的质量，

将课内四十分钟与课后练习题进行整体设计。那么，深度学习视域下，小学数学练习题应该并能够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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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价值或功能呢？为此有必要了解不同学习理论、不同知识观背景下的作业观，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

合理的练习题价值观。传统作业观认为：作业具有“规训性、控制性、确定性、重复性”，且以书面纸

笔作业为主，学生独立完成，注重“双基”训练，强调“精选精编练习题”。现代作业观认为：作业具

有“探究性、创造性、过程性、实践性”，强调以教学内容为本，但不拘泥于教材；作业的形式多样化

且注重探究，以及应用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作业的答案开放，鼓励学生创新性完成作业，可以独立

完成或合作完成。后现代作业观更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点，强调：“情境性、不确定性、批判性、

生态性”，彻底推翻教材和教师的绝对权威性；认为“学习和做作业的过程是向文本批判、质疑和重新

发现的过程”；强调设计过程中师生的沟通对话。 
综上所述的三种作业观可以看出，作业的基本价值还是“巩固知识，形成能力”，只不过实现这一

价值的途径不能只是“大量训练”，尤其不能是机械性、惩罚性训练。小学数学练习题不仅仅是提升数

学学科素养、发展学生学会学习素养的适切载体[2]，因为练习题能够打破课堂的“时空限制”，其内容、

完成方式以及反馈评价都有助于学生的社会性与自主性发展，即如杜威所言：练习题的选择必须把从事

练习的人和发展着的生活的基本需要联系起来，既要求协作，又要求分工，要求相互交换意见和记录[3]。
“练习题是一种典型的自我调节的学习，对小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4]。练习题具有“补正

课之不足”的功能，为学生创造更多有意义的学习经历与体验，这也是课后练习题不可取消的根本原因。 
3) “双减”视角下，探究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的价值。 
基于“双减”背景，有针对性地生成小学数学练习题是十分有必要的，智能错题集可以很大程度为

一线教师“减负增效”[5]。首先，可实现对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结合“双减”政策，智能错题集

可结合学生的学情，个性化地生成更适合学生的练习题，将练习题的价值更充分地挖掘出来，培养学生

的数学思维能力。其次，可提高学生的智力水平；围绕“减负增效”理念[5]，智能错题集可以为学生个

性化地生成实践性较强的练习题，能够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从而提高其智力。最后，可提高学生

的学习能力；“双减”背景下，智能错题集为学生个性化地生成练习题，能够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提高其学习能力。 

3.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应遵循的原则 

(一) 主体性原则 
在“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时要遵循主体性原则。数学练习题作为数学教学活动

之一，学生是活动的主体，练习题的生成要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符[5]。同时要对学生的知识与生活经验

加以考虑，比如智能错题集在生成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相关练习题过程时，要充分了解学生思维层次

的情况，合理地编创练习题。学生初步学习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时，很难形成空间观念，所以生成练习

题时，智能错题集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学生作为主体，深入分析学生能够接受的范围，选择

与学生实际生活相符的素材，作为生成练习题的内容。 
(二) 目的性原则 
在“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时应始终遵循目的性原则。通常来讲，小学数学智能

错题集的生成要围绕教学大纲，依据三维目标加以设计。数学教学中，练习题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因而，

教学与设计目标要相符。通过调查发现，智能错题集在生成小数乘法的练习题时，可从两个方面体现教

学目标：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对知识点的再现，深入了解小数乘法的含义；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对小数

乘整数的利用，可正确算出小数乘小数的结果。 
(三) 遵循层次性原则 
在“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时要遵循层次性原则。智能错题集在帮助学生建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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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新知时，要将新的认知要素融入到原本的认知体系中。从此种角度来看，学生认知时需要经过一系列

过程，从获取知识到消化知识，再到吸收利用知识，具有循序渐进性的特点。不同学生的学习和理解能

力不同，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能力也有所不同。因而智能错题集在生成练习题时，要在难度上遵循层

次性的原则。 

4.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的策略 

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包括智能错题集的生成、练习题的布置、练习题的批改、练习题的讲评以及统

计分析等五个环节，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智能错题集的生成，它深刻影响着学生自由全面而个性化

的发展[4]。智能错题集的生成主要指练习目标与内容的设计。关于练习内容的来源也有不同观点：有研

究者坚持作业应是以教材为本的纸笔作业，有研究者则主张“完全用探究代替做题”，这些迥异的练习

题实践策略背后折射出不同的练习题价值观。 
(一) 从个体差异角度，实现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的层次化生成。 
数学练习题的生成与数学教学相同，都需要将全体性特点体现出来。实际数学教学中，不同学生对

数学知识点的理解存在差异。因而在“双减”背景下，要从个体差异角度实现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的层

次化生成。 
首先，生成巩固型错题。此种类型的错题的解题思路简单，难度相对偏低，旨在对学生数学基础知

识掌握情况的检查。针对数学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可生成此种类型的错题。举例来说，经过圆柱和圆

锥体积的相关知识学生，学生基本能够掌握圆柱、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在生成错题时，智能错题集可

生成如下习题：圆柱与圆锥的高、底面积均相等，圆锥的体积为 12 立方米，求圆柱的体积，以考查学生

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此题中，需要学生理解圆柱和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是底

面积乘高再除以 3，而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则是底面积乘高，圆柱的体积应为 36。智能错题集在对巩固

型错题进行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考查数学知识的基础性，以此为巩固型错题的生成目标，可采用选择题

或是判断题的方式，适当降低难度。 
其次，生成综合型错题。此种类型的错题解题思路略难于巩固型练习题，要求学生掌握所学知识，

且有一定运用能力，旨在引导学生将现阶段所学与前面的知识联系起来，从而感知各知识点的内在联系。

在生成此种类型的错题时，智能错题集不再是简单地罗列练习题，而是要将此前所有类型的练习题进行

整合，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多个数学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举例来说，学生在学习长方体、正方体、圆柱、

圆锥等体积的计算方法后，智能错题集可生成如下习题：若长方体与圆柱的底面积和高相等，推测两者

的体积关系。解题时，可根据立体图形切割拼接、已知条件的计算等多种方法，推测两种立体图形的体

积相等。通过智能错题集生成此种类型的错题，可以将学生学习的多种重点内容结合到一起，提供学生

探索知识间联系的空间，整合碎片知识，提高学生积极探究和自学的能力。 
最后，生成拓展型错题。此种类型的错题解题思路最难，根据现有知识点，向多个维度进行知识拓

展，适用于基础知识牢固和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举例来说，基于圆柱体积的教学，智能错题集可生成

如下习题：将长度 3 米的圆柱体小棒平均切成 3 段，表面积增加了 120 平方厘米，求原来圆柱体小棒的

体积。学生在解题时，需要将表面积的增加量转化成圆柱体小棒的底面积，这会将圆柱体积计算的惯性

思维打破，从而实现对学生思维开阔度的有效培养。 
(二) 从学生实际出发，实现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的生活化生成。 
基于“双减”背景，智能错题集可结合学生的理解及实际学习状况，从生活化角度展开对数学练习

题的生成。通常来讲，数学源于生活，并应用于生活。由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为学生生成数学练习题，

能够引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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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利用智能错题集改编生活化练习题。生成练习题时，可以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

将现有教材中配套练习题作为模板，通过适当的改动转换为现实问题场景，使练习题与学生实际生活紧

密相连。例如，五年级在有关圆的知识的学习中，有这样的练习题有一个半圆形的地，已知其半径为 10
米，求这块地的周长是多少。这道练习题虽然意在考查学生对圆的周长的掌握情况，但是并没有将所学

的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利用智能错题集改编此题时，可

以创设一个贴近学生生活的现实场景，使练习题更富实践性和操作性。比如，学校里有一块半圆形的小

小实验田，它的半径为 10 米，要在它的四周围上篱笆，需要多少米长的篱笆。改编后的习题，更贴近学

生的现实生活，增强了学生的情境感，使学生能够借助生活经验构建数学模型，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兴

趣。 
第二，利用智能错题集即时编创练习题。智能错题集要不断提高习题的生成能力，就要积极寻找生

活中的素材，通过即时编创的方式，为学生生成符合其生活实际的练习题。这种类型的习题生成的目的，

不仅仅是让学生寻求解题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品质，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应用能

力。数学课上可以将生活中司空见惯事物为场景编创练习题，比如：有一种饮料采用圆柱形易拉罐包装，

从里面量，底面直径是 6 厘米，高是 12 厘米，易拉罐上写有“净含量 350 毫升”的字样。那么该公司是

否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这种类型的练习题在编创上有一定的随机性和跳跃性，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使学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数学源于生活。智能错题集利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和现象，生成生活化和

操作性较强的练习题，可增强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思维意识，达到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目的

[6]。 
第三，利用智能错题集巧编项目化练习题。与常规练习题不同，项目化练习题更需要学生将以往所

学知识进行巧妙融合，以实践操作的方式，在符合题意的前提下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在学习完

多边形的面积之后，智能错题集可生成这样的练习题：现在有 10 米长的篱笆，要围成形状不同的花坛，

怎样围面积最大？项目化练习题目需要学生以团体协作的方式开展探究实践。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需要

对题目中的已知条件和需要探究的变量进行自主研判，考查学生建构数学模型的能力，可以充分提高学

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 
(三) 从思维发展维度，实现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的游戏化生成。 
“双减”背景下，智能错题集生成练习题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和喜好。相较于其他阶段的学

生而言，小学高年级学生更热衷于游戏。因而智能错题集在生成练习题时，可融入游戏元素，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完成练习题，以达到拓展学生思维目的。比如，在学习完圆柱和圆锥的

体积计算后，可以进行这样的探究：矿泉水瓶底面直径为 8 厘米，高为 15 厘米，正放时水深 8 厘米，倒

过来水深 11 厘米，求矿泉水瓶装满水时水的体积有多少？面对这一问题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动手进行

尝试，思考解决问题时需要用到的数据或工具。以游戏式方式生成练习题，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宽度和

广度，引导学生从多个维度去思考问题，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切实提高学生数学思维的品质。 

5.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生成的意义 

“双减”政策落地至今，大多数学校都积极贯彻落实该政策，通过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达到“减负

增效”的目的。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小学数学练习题的生成仍缺乏对“双减”政策的深入分析，导

致小学数学练习题的生成并不合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针对性的练习题是必不可少的，这有助于帮

助学生巩固课堂上所学的重要内容，使学生更好地构建数学知识体系。随着小学数学中大数据的使用，

教师获得了传统教学方式中无法提供的信息，从而让课后巩固练习更具真实性和指向性。基于“双减”

背景，智能错题集可以帮助小学数学教师打造更适合学生的个性化、精准化的练习题。期望在本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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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下，为日后提高“双减”背景下小学高年级数学练习题生成水平提供些许参考性建议。 
聚焦小学数学练习题的个性化生成，教师的“单元”意识、“综合应用”意识、“不同层次学生得

到不同发展”的意识增强了，作业设计由“单一、单调”向“系统、集成”转变，完成练习与批改练习，

变成了营造自主的学习环境、保证练习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展示与交流的机会和注重发挥反馈及反思

的功能，进而引导学生提高综合思考、系统学习能力的过程[7]。这样可以更好地调动家长、学生自主参

与小学数学智能错题集的生成，使共同完成个性化练习题成为家长陪伴孩子成长的幸福事儿，成为增强

亲子关系、增进家庭团结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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