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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语文知识，达于核心素养，作业之
道，亦虚亦实。”11月8日晚，镇海区立人中
学党支部夜学，主题是“双减”背景下关于作
业改革的探索分享会，分享的是语文教研
组，组长钟方圆老师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
这已经是这个学期，该校第三次关于作业改
革的研讨了，10月初，数学组、英语组进行
了分享，10月底，“领英”立人教师发展工作
坊也开展了作业设计改革研讨会。此外，全
市初中语文作业设计调研学习活动10月底
也在立人中学举行。

何为语文作业的“实”和“虚”？钟方圆老
师介绍，双减之下，语文作业设计要改变原
有传统的机械式、题海式练习模式，转而引
导学生思维和能力训练的高效学习，这是不
是意味着识记和理解部分的作业就可以缩
减呢？恰恰相反，这部分的作业甚至要比以
前做得更实在，因为语文知识的习得是形成
语文素养的前提。这部分的作业设计，谓之
重“实”，坚持多年的语文学习任务单就体现
了这个“实”，分层作业、每日两题周编则是
面向不同层次同学需求而设计的。

从小到大，数学作业总是一部分学生的噩梦。
就连一些家长，谈起曾经的数学作业，也是连呼“头
大”。但是在镇海蛟川双语小学党支部书记、数学老
师王世彦的名师工作室里，记者翻看了一本本数学
探究作业集以后，却突然产生了一种“惊艳”的感
觉，这个很难被用在数学作业上的形容词，却在王
老师娓娓的讲述中，确切地浮现在了记者脑海里。

一年级“生活中的数”“图形的分与合”，二年级
“校园里的乘法”，三年级“行程问题”，四年级“一亿
到底有多大”，五年级“‘质’问‘智’答”“包装的学
问”，六年级“探秘五角星”“圆环的问题”……一页
页A4纸上，不是常规的选择、填空、计算和简答的
数学作业，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实验探究、自问自
答和独特想象的综合呈现，但其背后，实实在在是
探究性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比如五年级的“‘质’问‘智’答”，在老师上了质
数相关内容以后，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不
同的关于质数的问题，比如“100以内的质数哪一个
最特别？”“相邻的质数只有2和3吗？”“能不能找到
几组质数，个位和十位交换以后还是质数？”……

“学习之后，有提出问题的能力，还有思考给出
答案的能力，这样的学习就会渐渐深入。我们的不
少数学探究作业和生活相联系，比如国庆节让大家
探秘五角星，学了百分数以后请大家来理一理财。
这样的作业，会让原本对数学不太感兴趣的同学，
发现了学习的趣味，增进他们学习数学的动力。”王
世彦老师说。

这样的数学探究作业，王世彦老师已经坚持了
好几年，也是令蛟川双语小学的学生们在升入初中
后，回忆起来仍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如今，在

“双减”政策下，面对社会对教育提质减负的更高要
求，学校再次细化措施，提升作业设计的效力。

“用液体能做出彩虹吗？”“可乐泡腾片为什么
会喷出来？”“水滴为什么能挂在水龙头下？”“光导
纤维是如何传输信息的？”……这不是十万个为什
么，而是镇海区实验小学的科学“长作业”。

这个学期，该校所有老师多了一项工作：轮流设
计分层作业和长作业。以前，镇海区实验小学的作业
也多是“拿来主义”，直接使用教辅材料或者编好的
试卷，但是从这个学期开始，除了必须配套的课堂作
业本，杜绝老师翻印配套练习或以套题、购买非规定
教辅练习替代作业现象，而是开启了面向全体的分
层、弹性作业，以及探究性长作业的校本探索。

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郑建伟也是一名数学
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刚刚设计完成一套五年级的
数学分层作业题，作业分A、B、C三层，A是面向全
体的基础题，B是面向多数的选做题，C是立足拔尖
的拓展题。“设计作业之前，老师们自己需要查阅大
量教辅资料，从中选择适合本校学生实际的题目，
或者自己出题。题目设计好以后，老师们要自己先
做一遍，再次评估一下题目的科学性、难易程度以
及所需的时间。就我自己的话，出一份单元配套练
习，大概需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郑建伟介绍。

老师们出的题目，经过学生练习之后，备课组
也会对其进行评价，便于好的总结经验，不足的后
续改进。

探究性长作业学校已经坚持实施一个多学期，
本学期结合镇海区“双减”的指导意见，基于学伴小
组开展。一般隔周开展，周末进行，同一个学伴小组
的几名同学互助完成，时间一般半天。这样的作业
往往具有跨学科探究性质，需要同学们进行实验或
者调研完成。

令人“惊艳”的数学作业

立足校本的分层和长作业

亦虚亦实的语文作业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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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关

系着每个学生的

学习，又决定着一所学

校的教育水准，还极大地牵

动着每个家庭的神经。“双减”政策

要求全面压减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

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

负担。

作业减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提高作

业质量的要求。能否在减负的同时提质，将

决定“双减”新形势下学校教育的水平。

学期过半，以高教育水平著称的镇

海，在作业管理改革上又迈出了怎样的

步伐？最近，记者走访了镇海的多所学

校，探访“双减”下的作业管理改革。

压减机械重复作业
校本作业更加多样化个性化

“双减”下的作业改革

与此同时，能体现运用、分析、综合和评
价这部分学习目标的语文作业近来大有欣
欣向荣的姿态，它们以语文课程为基点，体
现着核心素养的融合，可以理解为作业形式
上的就“虚”。

这方面，立人中学语文作业设计整合校
本资源，发挥育人功能的做法在全市调研中
颇受好评。八年级语文有一篇课文叫《一滴
水经过丽江》，结合课文学习，语文组设计了
活动《一片叶飘过的校园》，要求学生以一片
树叶的视角，结合校园故事景点进行想象创
作。再比如学过八年级课文《中国石拱桥》
后，老师让学生以《校园里的桥》为题写一篇
说明文。立人中学校园里有思源桥、太一天
桥、足迹湖上的木桥，同学们通过观察校园
里的桥，向其他同学介绍自己的观察所得，
再请同学进行评价和补充。

这样结合校园文化和故事的语文作业
创设，让学生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课堂走向
生活，从关注语文知识的逐“点”解析和语文
技能的逐“项”训练，走向情境性、体验性、综
合性的语言实践活动。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胡艳

镇海区实验小学的一年级学伴小组做探究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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