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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探究性作业的研究，已经20
多年了，这一路走来，越来越觉得‘太
值得’。”不久前，刘善娜还在浙江省疑
难问题研讨活动上进行了团队作业成
果展示，在她看来，数学探究性作业的
实践无论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学
生数学思维的发展、核心素养的培育，
还是对教师自己专业能力的发展，都
有着令人喜悦的推动力。

尤其在“双减”背景下，探究性作
业更是成为了平衡学习质量与效率的

有效杠杆。刘善娜用曾经教过的一个
女孩为例，这是个数学成绩很难及格
的学生，但经过一个寒假的探究作业
训练，不仅成功过关了视频说题，还成
了班里的“说题样板”，“我想，对她而
言，数学带来的‘痛苦’比较多，但这种
新形式的数学作业却沾了‘甜’味。”

那时，刘善娜就察觉到，作为老
师，大可不必纠结于作业中展现的“差
距”，而是应把注意力聚焦到如何设计
作业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

自己，体验成就感，“让学生用数学的
眼光观察，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用数学
的语言表达，发展核心素养。这个研究
是无期的，只要对学生有用，最终我们
团队的教师也得到了成长。”

在这过程中，学生将自己的思维
过程通过探究性作业呈现出来，老师

“对症下药”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
导，如此一来，对教师的成长帮助也是
显而易见的，如今，探究性作业走进了
越来越多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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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们发现，许多老师都在尝试实

施探究性作业，但大多较为随性，碰到
困难，也只能自我消化与反思。”宁波
市镇海教师进修学校教师培训中心副
主任金滢看到了区域推进探究性作业
的重要性，“通过区域推进，就可以在
一线教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顶层架
构，实现探究性作业的系统化，能为老
师提供更广阔的空间，通过各种不同
的形式来交流、共享探究性作业，达到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作业的
不断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镇海区，已经有一大批学校、老

师投入对探究性作业的实践和研究。
有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些外力，进

一步的推广深化也变得水到渠成。“我
们选择了比较典型的几所学校做进一
步深入的探究，有的是区级实验学校，
有的是乡镇中心学校，然后，选择引领
性探究主题、确定素养导向的作业目
标，再选拔出‘领头羊’型教师，抱团成
长，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思规整，形成探
究性作业的典型案例，再提供给其他
学校进行铺开，再优化。”金滢说。

不过，在真正铺开的过程中，也会
碰到不少“瓶颈”问题。“在对待探究性

作业的观念、态度、能力方面，每所学
校都不太一样，因此，在区域推进时，
我们要尊重每所学校的选择，同时，借
助已有的案例进行个性化调整，讲究

‘因地制宜’，落实到教师个人，可以通
过骨干先行，梯队发展，抱团成长的方
式先手把手地帮助老师开展探究性作
业，当学生的成果呈现时，他们会逐渐
爱上这样的作业。”金滢表示，还有一
点特别重要，那就是探究性作业的评
价反馈设计，只有多维度的评价才能
让家长看到、认可，从而获得家长的支
持。

从个人研究到区域推进，探究性作业的路越走越宽

C
说到探究性作业，不少老师和家

长的第一反应是“好玩但费事”，“不太
适合高年级”，直播中，宁波市实验小
学副校长乐静也提出了很多一线教师
的困惑，“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参与到探
究性作业来，到了高段遏制不住那股
热情。但随着课堂教学深度的加深，老
师一直会纠结如何分配时间，是让孩
子刷题呢？还是让学生探究？”

“其实，并不矛盾。”刘善娜曾经带
过一届毕业班，她就用探究性作业让
学生们自己总结复习要点，用专项的
方法课来让学生对总结的复习要点进

行针对性的复习，实践下来，效果比高
频的刷题更好，“学生在灵动的复习方
式中，强化了知识点，并获得了自主学
习的能力。”

同样，对于低年段学生来说，探究
性作业更是为打开数学学习大门平添
了不少乐趣，让孩子们感受到全然不
同的数学味。

“一年级的数学味，是非常有生活
气息的数学味。就比如一年级小朋友
玩积木，在积木作品中数一数有多少
块积木；把立体积木涂上胶泥，拓印平
面图形到白纸上，创作图形，感受平面

图形是立体图形上的一个面……”刘
善娜说，家长与其简单粗暴地买一本
数学作业册、口算题让孩子刷，不如让
孩子多玩探究性作业，更能培育孩子
灵敏的数学触觉，积累更丰厚的数学
经验。

“没错，千万不要小看一年级数
学的涂涂画画，这是幼升小孩子的数
学思维发展可视化的重要载体。”嘉
宾们表示，让孩子做探究性作业，是
为了让孩子感受到：我所付出的努
力，我所付出的思考，是为了让自己
更加美好。

刷题作业和探究性作业，并不是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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