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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大多
数教师都比较重视课堂教学的革新。教
师的教学观念、课堂的教学形式和教学
水平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对如何以
新课程标准为依据，设计新型的数学作
业，利用数学作业来发展学生的能力，而
关注的并不多，且出现一种倾向：就个体
言，研究课题教学的多，留意作业设计的
少；就整体而言，教研组探讨课堂教学技
艺的多，研讨如何设计课堂和课后作业
的少。部分教师在对待作业问题上，仍是
穿新鞋走老路，布置一些形式单一、陈
旧、缺乏应用意识的计算题和应用题。学
生仍停留在以“练”为主的机械、呆板的
操作式的作业模式中。这种作业形式已
深深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那如何在
新理念的指导下，如何设计富有弹性，多
层次的，形式多样，内容现实有趣、又富
有创新的作业，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
热情者、问题的探索者、知识的实践者、
求知的主动者，以及应用的创新者呢？这
就需要在作业设计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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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人类生活的工具，学习数学知识
应该会应用它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所以，在设
计作业时要精心选取内容，给学生提供充分
进行数学实践活动和交流的机会，使他们真
正感悟数学思想，掌握数学知识。

为此，我从学生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出
发对作业进行设计，使作业内容贴近生活，并
引导学生动手、动脑、自主探究数学问题，让
他们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去分析、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这样的作业不仅使学生的知识
得到拓展与延伸，而且真正体现了数学在生
活中的应用价值。

比如，在学习“利息”这一内容后，我设计
了一份实践作业，让学生了解储蓄的意义、方
式以及利息的计算方式。然后利用这些知识
算一算“10000元不同存期各能获得多少利
润？”学生得到这份作业后，积极性相当高。他
们通过银行实践、网络学习和父母求助等方
法最终得出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又如学习了《长方体的表面积》后，除了
完成课堂练习作业外，我还让学生自行设计
和制作家中冰箱等家电的包装箱需要材料。
学生通过测量、计算、优化等操作最终得出结
果，不但巩固了长方体表面积相关知识，也领
悟到创新设计的魅力和数学的美。

由此可见，设计作业时选取和数学知识
紧密相连的生活情境，不仅可以巩固课堂上
所学的知识，拓宽学生学习空间，开阔学生视
野，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来源于生
活应用于生活。而且，学生在积极探索知识的
过程中，应用数学知识的能力得以提高，数学
知识也真正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工具。

好的作业设计，定会有明确的目标。要
想达到预定目标，学生探索知识的内部驱动
力尤为重要，兴趣便是激发内部驱动力的第
一要素。当学生对一种事物产生兴趣时，就
会促使自己主动思考，自觉完成作业，提高
自身探究知识的能力。因此，作业设计要注
重趣味性，把知识点融在情境之中，让学生
趣中学、趣中练、旧趣促新趣，让生动有趣的
作业内容取代机械重复的枯燥乏味的烦琐
计算以及无思维价值的机械练习。这样，学
生便会觉得完成作业是很愉悦的事情，激起
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求知的欲望，成为学习的
热情者和主动者。

比如，复习“因数和倍数”时，在引导学
生系统整理完本单元的知识之后，我设计
了这样的一个作业情景：为了便于同学们
和我联系，我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留给大家，
以便当老师的手机打不通时可以及时联
系，但是这个号码要靠大家用所学数学知

识自主探索得到。号码为8□□□9□□0，
从左往右第一个□里的数字是最小质数和
最小合数的乘积；第二个□里的数字是从
小到大数的第二个奇数；第三个□里的数
字是最小的自然数；第四个□里的数字是
既是2和3的最小公倍数；第五个□里的数
字一位数中最大的奇数。学生们根据这些
给出的条件，积极探索最终猜出电话号码
是88309690。

随后，我让每个学生给同桌设计一道题
目，题目设计的要求是不能直接将号码出
示，充分利用本单元概念因数、倍数、质数、
合数等知识来设计，体现知识的综合运用。

这样一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都
为自己的号码精心设计好的问题，都想通过
自己有“挑战性”的问题来难倒老师和同学。
这样的作业不仅趣味性强，也能激发学生主
动学习的欲望，培养了他们自主探究知识的
能力。

根据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可知，一成不
变的作业很难达到预定目标。

所以，设计作业时一定要关注小学生的
心理特征，尽量使作业的形式多样化。同一
知识点，用不同的作业形式呈现，学生思考
的角度也会不同，从而拓展了自身的思维能
力。所以，设计作业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

1.观察作业。观察是思维的基础，它可
以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
律，如学习自行车里的数学时，请学生观察
蹬一圈自行车走的距离与齿轮的关系，你有
什么发现，这一发现骑自行车有什么帮助？

2.调查作业。让学生在生活中进行数学

调查，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增强学生
的数感。如活动课“节约用水”教学后，让学
生调查家里每月的用水情况，根据调查的结
果，写一份合理的建议书。

3.实验作业。让学生进行实验操作，可
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知识和发展能力，如学
习按比例分配的应用题后，可要求学生配制
盐水溶液等等。

通过形式多样的探究性作业，学生在对
所学知识更好巩固的基础上，利用自己已有
的知识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解决问题，对
知识进行了自主建构，使自己的数学思维能
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作业形式创新化 增强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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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根据自身爱好对作业的内容、结
果、形式、过程作出不同的选择，有利于学生
个性的张扬和创造能力的释放。所以，教师
要善于挖掘知识中的潜在因素，合理、恰当、
巧妙、灵活地设计些开放性的作业，对学生
的思维进行求新、求全、求活的调控，让学生
发散思维，敢于标新立异，提出各种问题，大
胆创新。

在教学《百分率》后，我留给学生这样的
作业：“六年级1班有58名同学，在读书读
报活动中，决定每人购买一本售价 5元的
书，书店对购买60本以及60本以上者给予
九折优惠，利用以上信息，说说你的购书方
案。

学生在作业中提到了多种方案：①全
班学生自己单独购买；②班级统一购买，并
且购买60本；③多买2本的再按九折转卖；
④多买的 2本按原价推销。并且算出了每
种方法需要的价钱，以便合理选择方案购

买图书。这样的作业，学生对所获信息采取
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从中发现最有效的解
决方法，最终得到不同的解决结果。问题解
决的过程中闪烁着学生独特的创新精神，
增强了学生解题的信心。设计问题开放化
的作业可以打破传统的静态、单面模式，允
许学生突破常规，用适合自己思维特点的
形式，甚至是跨越式的思维来完成任务，让
不同水平、不同个性的学生都有机会表达
自己的数学思想，提升了他们严密的思维
能力。

教学中，作业设计和课堂教学同等重
要，作业设计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以及各方面能力的提升。所以，一线
教师要时刻把作业设计作为教学中的一项
重要课题来进行研究，提高自身对教材把握
能力的同时，设计出更有利于学生发展的作
业，使他们能切切实实地在作业中提升自身
的数学能力。

作业问题开放化 提升学生严密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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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情景趣味化 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

作业内容生活化
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

优化作业设计
提升数学能力
鄞州区瞻岐镇中心小学 周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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