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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作业设计优化的探究

融入本土文化
礼乐，取孔子“礼、乐”教民之

义。源远流长的“礼乐文化”哺育了
一代又一代礼乐儿女，为教育的发展
提供丰富的营养，也为学校的美育教
育筑牢根基。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
果发布会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行
了界定，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
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
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

于是，新民小学将本土文化进行
遴选、提炼，把本土文化资源归并为
人文资源、文化资源、创客资源进行
开发，融入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为
培育“德才兼备，个性彰显，各界赞誉
的时代新人”服务，走出一条通过本
土文化催生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之
路。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承”，即传承。一是营造特色校

园文化，在校园建设展现礼乐特色文
化的“粤曲文化馆”；二是开发地方文
化校本教材，开设围棋校本课程，传
承优良礼乐文化；三是成立多种多样
的地方文化学研社团，如仙贤文学
社、棋社、歌舞团、书画社等，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活动，提升
学生的核心素养；四是创办“仙贤之
韵”校报，传播礼乐文化，将本土历史
人文资源、文化资源、创客资源融入
其中，孕育学生。

“创”既是新的背景下的创新，也
是礼乐文化中“务实创新”的体现。
对此，新民小学建设学生科创室，组
织学生开展经常性的科普实践活动；

开展科普月、科技创新常规月等活
动；学科教学注重学生创新意识、创
新能力的培养，让创新教育融入学生
的日常课堂，力争让学校的科技创新
教育迈入发展快车道，培育学生的核
心素养。

为教师成长搭建平台
教师发展是学校发展的力量之

源。“师资”和“课堂”，是教育至关重
要的“传承链”。

新民小学确立“以人为本”的管
理思想，把激发教师自主发展的愿
望、促进教师自主发展作为出发点。
在此基础上，让每位教师全面了解礼
乐文化，读懂校史，结合学校特色建
设，建立全新的教学理念。与此同
时，引导教师学会“改变思维”，组织
校本研修，与市内外学校联合组建共
研共建体，并与科研机构合作，建立
学校名师工作站等立体培养教师，为
教师成长搭建平台。

社区是地方文化传承的缩影。
为了让学生沐浴在地方优秀文化的熏
陶中，新民小学积极联合相关部门和
单位，组织学生到社区开展调研、服
务、联欢等综合实践活动。比如，到华
博馆、礼乐龙舟文化基地等参观考察，
了解人文历史、贤人志士的光荣事迹；
到梁启超故居听家风故事、受家训教
育；到社区广场进行文艺演出；到江海
区科技馆、江海区图书馆等参观，了解
地方在传承发展中的巨大成就，激发
学生们的爱国爱乡之情。

由此，学生在社区活动中受到积
极影响，自然而然地接受地方优秀文
化，对促进核
心素养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

“双减”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基础教育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转型。政策强调通过优化作业
设计减轻学生负担，但实践中仍存在“减量难增效”的困境。调查显示，多数小学数学作业以重复性习
题为主，学生平均完成时间远超政策规定的上限，但对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效果却不显著。与此同时，
新课标提出的素养目标对作业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构建既能减轻负担、又能发展核心素养的作
业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问题剖析出发，结合教学实例，探索作业设计的优化路径。

江海区朗晴小学 赵艳芷

问题分析
当前小学数学作业多以计算题、应

用题为主，缺乏与生活的有机联系。例
如，小数运算练习常局限于算式填写，未
嵌入购物、测量等实际场景，导致学生难
以理解数学的实用价值。这种“纸上谈
兵”式的设计，既无法激发兴趣，也阻碍
了量感、应用意识等数学素养的形成。

同时，多数作业仅关注知识复现，
未与核心素养形成对应关系。以“图
形与几何”单元为例，作业多聚焦公式
套用，而忽略空间想象、几何推理等关
键能力的培养。学生虽能计算标准图
形面积，却无法解决“不规则场地规
划”等实际问题，反映出思维深度的缺
失。

作业设计原则
一是目标结构化。作业设计需与单

元目标深度契合，构建“基础—应用—创
新”三级任务体系。例如，“长方体的表
面积”单元可设计分层目标：基础层掌握
公式计算，应用层解决“礼品包装优化”
问题，创新层探究“环保材料最小耗材方
案”，逐级对应“记忆—理解—创造”的思
维进阶。

二是内容情境化。作业设计可以
将数学问题嵌入生活场景，强化知识
的实践价值。例如，“百分数”单元可
设计“家庭月度开支分析”任务，学生
需统计水电费占比、计算节电潜力，在
数据分析中培养模型意识与社会责任
感。

三是形式多元化。作业设计可以突
破纸笔限制，引入游戏、实验、项目等多
样化形式。如“小数比较”作业可设计

“超市价格大作战”互动游戏，学生通过
虚拟购物比较商品单价，在竞争中提升
数感与决策能力。

具体策略
一是分层任务设计，弹性适配学习差

异。以“多边形的面积”为例，构建三级作
业体系：基础层是计算标准图形面积，强
化公式应用；综合层是通过分割法求解组
合图形面积，培养几何转化思维；拓展层
是设计“校园绿化方案”，要求优化不规则
区域布局，发展创新与实践能力。通过阶
梯式任务，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学有所得。

二是嵌入生活情境，促进知识迁移
应用。创设“数学+”主题任务，强化跨
学科整合。例如，“数据处理”单元可设
计“班级阅读习惯调查”，引导学生设计
问卷、收集数据、制作统计图并提出阅读
建议。此类作业不仅能巩固学生学到的
统计技能，也能培养他们的信息整理、批
判性思维等综合素养。

三是引入游戏化机制，提升学习参
与度。借鉴游戏设计理念，构建趣味任

务链。例如，“分数加减法”作业可设计
“太空救援”数字游戏：学生需通过正确
计算分数关卡才能解锁推进器燃料，错
误答案则会导致飞船能量衰减。游戏化
的即时反馈与奖励机制，可以有效缓解
传统作业练习的枯燥感。

四是开发项目式作业，推动深度学
习。设计长周期探究项目，如“校园节水
行动”：学生需监测用水数据、分析浪费
原因、设计节水装置并编制实施报告。
在此过程中，数学运算、科学探究、工程
设计等多学科能力得到协同发展。

核心素养导向的作业设计要以学生
发展为根本，通过分层任务、生活情境与
多元形式激发学习潜能，实现“减负”与

“提质”的平衡。教师应立足素养目标，
创新作业形式，注重过程评价与个性化
反馈，并加强技术
融合，探索智能作
业的实践路径。

浅谈如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自主、合作、探究”，课标里提到的学习方式从儿童的认知规律出发，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强调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提倡让学生自行主动地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不断去探索，不断去积累，不断去创新。
那么，在具体的语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呢？

新会区会城伦文钜小学 叶玉玲

合作交流 各抒己见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

给予学生自主合作的权利，允许学生挑
选自己喜欢和需要的学习伙伴，使课堂
成为学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学习天
地。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引
导各类学生根据各自的能力学习新知
识，这样既能发挥每个学生的优势，也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
学质量。

一是师生互动。师生互动是一种师
生间的信息传递、情感交流的活动，在互
动中师生之间会发生思维碰撞。师生互
动关键是在教学中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

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形成和谐的互
动氛围，使学生在一种宽松愉悦的环境中
自主学习。比如，在《盘古开天地》教学
中，由于课文生动有趣，不少学生都对其
中涉及的各种元素感兴趣。于是，在学生
理解了课文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分小组表
演课本剧，教师也可以参与其中。通过这
样的师生互动，既能让学生深刻感悟其中
的故事，又能鼓励自主学习。

二是学生之间的互动，其中既有行
为互动，也有思维互动；既有知识的交
流，也有情感的传递。这种方式鼓励学
生互传、互帮、互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
的能动性，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
维，也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举一反三 引导探究
探究性学习是新课程学习方式变革

的重要体现，其设置问题情境，通过实
验、操作、调查、信息搜集与处理、表达与
交流等活动，让学生经历探究过程，获得
知识与能力、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情
感体验。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求异是儿童
的天赋，他们乐于表现得与众不同。但
由于他们年龄小，独立判断、自我探究的
能力较弱。因此，课堂上教师的提问应
使学生突破常规的禁锢，引导他们从不
同角度探索客观世界的真理，鼓励学生
讲出自己的见解，迸发求异的火花。

与此同时，语文的学习不限于课堂
和课本，社会、家庭、现实生活中都有取
之不尽的“语文素材”。所以，教师应当
树立“大语文”的教育观，做到课内和课
外的有机衔接，让语文“小课堂”与社会

“大课堂”的紧密结合。
语文课堂教育应给予学生自主学习

环境，使学生潜心读书，才能真正实现人
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期望——解放孩
子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孩子的眼睛，
使他能看；解放孩子的双手，使他能干；
解放孩子的嘴，使他能谈；解放孩子的空
间，使他能接触大自然；
解放孩子的时间，使他
学自己想学的东西。

传承地方优秀文化
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学生核心素养框架的建构必须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历史土壤

之中。新民小学努力探索并实践“传承优秀文化，全面育人”的办学

理念，大力挖掘和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作为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的重要精神资源。

江海区礼乐街道新民小学 伍顺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