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层作业、生态作业、“小先生制”……

作业改革困局怎么破
这些做法可借鉴这些做法可借鉴 ？？

陷入“低效学习”循环、单一的

师生互动……面对作业改革各种困

惑，不少城市都有深入探究，开展特

色化实践。

4 月 27 日—28 日，在鄞州召开

的 2021 年浙江省中小学作业改革

推进现场会上，借“他山之石，琢己

身之玉”，来自杭州、温州、湖州等地

的学校代表分享了各自典型做法。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胡谷怀 老师上现场
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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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地做题目，挤压休息时
间，造成学生将学习的目标定为
尽快完成作业，不去思考题目背
后蕴含的知识和方法，做过的题
目不会做，错了订正过的题目还
是错。”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早早
针对“低效学习”循环问题探索推
进“师生共研”的作业变革之路。

这所学校是杭州最早进行分
层走班教学的学校。分层教学其
中一项就是分层作业，老师在编
制分层作业时，根据学生的学习
情况进行设计和布置，降低学生
重复做题的时间成本，从而降低
教师的批改和辅导的时间。学校
对作业还配套分层评价机制，根
据学生学习的能力设置相应的作
业评价标准，让所有的学生在作
业中都能获得正向激励，同时作
业做得好的学生也能进一步减轻
作业负担。

温州市第八中学在作业研究
实践的基础上有了自己校本化的
解读，提出作业是“以学生兴趣为
前提、以学生需求为基础、以学生
学习力提升为目标的学习任务”，
也就是“生态作业”。该校以温州
市“五育融合”项目化学习教研基
地学校为平台，积极探索设计以
问题为导向的课程化项目式作
业，促进学生创新创造能力、科学
探究思维、工程设计素养等更为
高阶的素养培养。设计课程化项
目化作业所采取的步骤是：“学习
主题——学习板块——学习项目
——项目内容”。“步步深入，层层
推进”，强化学习方法的指引，强
调思维能力的培养。

近几年，杭州市和家园小学
在小学科学微项目作业进行实践
探索，提供展示性平台，让学生自
主、高效地完成微项目作业。在日
常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带领学生
经历一个微项目的全过程，教会
学生项目实施的流程与方法。且
实施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教
师可在布置作业时，给予提示，提
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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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安吉县良朋中学是一所
拥有60多年历史的寄宿制农村初
中。在这所学校，作业管理面临大量
难题，其中就包括学生作业习惯较
差，作业布置随意性大，形式单一又
缺乏梯度等问题。

为此，学校利用学生较为富余
的课余时间，以陶行知先生提出的

“小先生制”为主、教师为辅激励学
生自主完成作业，达到提质的效果。
这种学习方式，用“帮扶”来撬动学
生学习方式的转变，让“小先生”和

“弟子”都能得到锻炼提升。
“小先生制”系统还引入作业的

终端管理，改善单一的师生互动，将
教师的部分职能下放给“小先生”，
通过小先生抽查、出题，帮助后行者
达成知识巩固或完成学习任务的目
的。这种教师与学生之间角色扮演
和互动，可以让更多学生学会如何
独立自主获得经验与知识。

“优化作业设计，不再靠某一学
科唱好‘独角戏’，而是依靠诸多学
科说好‘群口相声’。”湖州市德清县
逸夫小学代表在发言中提到，学校
以“指向学生全面素养的作业设计”
为路径作出的积极探索，鼓励教师
探索 STEM、STEAM 课程，开展
以“1＋x”为理念的跨学科学习任务
及作业设计，拓宽学生视野，强化学
科知识与能力的综合应用与实践。
例如，语文组教师充分考虑“1＋x”
的学科整合意识,在实践作业设计
中全面调动学生在美术、音乐、科
学、数学、英语等学科知识与能力。

自
主
好
习
惯
怎
么
培
养
？

重
视
实
时
反
馈
，让
学
生
﹃
自
己
下
水
﹄

到底什么样的课堂作业
既能引发学生兴趣，又能培养
自主好习惯呢？温州市苍南县
第一实验小学专门做了配套
《课堂作业本》的调查分析，调
查分为“教师问卷”“学生问
卷”两个部分，涉及教师对数
学课堂作业布置的认识与态
度、布置作业的目的与能力，
学生作业的态度、时间、能力
与感受。从调查结果来看，作
业内容缺少二次设计、作业功
能没有充分挖掘、作业形式不
够贴近实际等成为突出问题。

“从生成问题——解决问
题——生成新问题——解决
新问题，学生的每一次独立作
业都应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
点。”温州市苍南县第一实验
小学重视实时反馈，针对学生
学习的个体差异，以有效练习
为载体，及时发现问题，收集、
分析问题，多用学生的错例资
源，让学生的错例成为学生练
习的内容。至于时间掌控是否
合理，是否需要调整，一切都
以课堂中学生独立作业是否
有效为依据。

绍兴市上虞区中塘学校
为改善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
力，放弃了以往“老母亲”式的
念念叨叨和“保姆”式的全包
全揽，尝试让学生“自己下水”

“自力更生”。课前，学校老师
通常先预做练习，做到对题目
内容和难度的了然于胸,并根
据学情和教学需要，对作业本
上的习题，进行了有的放矢的
处理。比如针对学情，作业本
中的听力内容，必须全部在课
内完成。从起始年级开始，通
过“一说二看三读”的“下水自
学”方式，以此来评价学生的
答题能力和习惯。同时，引导
和鼓励学生参与“动手设计＋
动口表达”的“双动型”，拓展
作业的内涵和外延，取得积极
的效果。

活动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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