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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的现状探析及其对策 ①

刘琼香
（湖南武冈师范 附属红星小学，湖南 武冈４２２４００）

摘　要：语文作业的设计是语文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而重要的一环，小学语文作业的设计更是如此。经调研，当今
小学语文作业还是存在内容单一、现成、“一刀切”，缺乏趣味性、自主性、层次性等主要问题。但为了激发学生学习语文

兴趣、提高学生语文学习能力、引领学生学会学习等。作为当今的小学语文教师务必探索科学设计自主性作业、开放性

作业、趣味性作业的有效途径，从而达到充分展现学生特长、拓展学生思维、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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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

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１］“正业”是正式的课程，指课内学习；“居学”指课后作

业。古人尚知，课后要设计（布置）好作业，可见，作业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

教学中必须重视作业的设计，那么，当前小学作业设计工作的现状如何呢？

１　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存在不足的现状分析
近期，笔者针对当前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的现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资料查阅等方法对所在县的城

市、农村两个不同地域的学校，小、中、高三个不同层次的小学生以及任课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出

调查问卷１２０份（城市、农村各６０份，小、中、高各２０份），收回１２０份；对６位老师（城市、农村各３位，
小、中、高各１位）、１２名学生（城市、农村各６位，小、中、高各２名）进行了访谈，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笔者又针对这些问题，查阅了大量图书及期刊资料。当前小学语文作业的设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内容单一，缺乏趣味性。从调查结果看，作业大多以书面为主，口头作业、实践（手工作业）少。

有些教师一学期下来，几乎没有实践作业。作业常见题型还是老一套：抄写、背诵、默写。老师检查如果

还不能背诵、默写的，就一个字：“抄”，抄生字，抄课文，抄个十遍八遍，甚至更多，有些数学老师甚至也

这样要求学生。应用实践作业寥寥无几，哪里还谈得上趣味性。这样，长此以往，小学生仅存的一点对

学习的兴趣、对知识的渴望，也被此“抄”磨得荡然无存。其实这些现象的存在，也不能一板子全部打到

老师头上，据调查，多数老师反映，其实他们也不想让学生这么做，没办法，素质教育这么多年，但学生总

免不了考试，期末要考，升学要考，老师也避不开教学成绩“排队”，晋职靠教学成绩、年终收入（奖金）、

评奖、评优等等，都得靠教学成绩。鉴于此，老师在作业设计过程中，不得不设置大量的抄写作业，包括

生字和生词要抄，背诵的课文、精彩片段、名言名句等等，同样也是抄。这种单一的抄写作业方式，从表

面上看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但从实质上看，这种长时间大量机械重复的作业

抄写，不仅透支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从语文学习的规律来看，这种单纯的抄写也大大消耗了学生对

语文素材的敏感程度，严重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此可知，语文作业设计内容单一、缺乏趣味性

的深层原因，施教者有之，顶层设计也有之。

二是内容现成，缺乏自主性。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老师布置作业时，总是一味翻开课后习题、配套练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２７
作者简介：刘琼香（１９７４－），女，湖南武冈人，小学一级，主要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第１期 刘琼香：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的现状探析及其对策

习册，针对今天所学内容选择其中几题或全选（如果课文当天学完），布置了事，却很少根据本班学生个

体不同的特点，引导学生，让其根据自身特长、爱好结合所要掌握的知识点，自主选择部分作业的内容和

形式，这点农村学校做的很不够，调查结果表明，几乎没有哪位老师采取过自主布置作业的情况。这样

下去，老师是“轻松了”，不要想事，每天重复“上课，布置作业，检查作业”三部曲，根本不需要备课，即使

备课也就成了“抄课”，这样就形成了老师抄教案、学生抄作业（抄写）的现象，根本不可能让学生自主选

择作业的数量和完成的方式，这种现状不仅存在农村学校老师当中，城市学校老师也普遍存在。他们都

有一个共识—“不放心”，他们大多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刚开始，可能只有少部分学生“偷工减料”，如果

没有检验的方法，那恐怕没多久，这样的自主作业就等于没作业了。其实，自主作业，不等于完全自主，

而是老师积极引导，自主作业不等于少做作业或者不做作业，而是让学生可以选择独立完成，也可以合

作完成，与同学合作、与家长合作等，老师可以从理解、想象、运用，有难有易等多层次、多方面提供更多

的作业设计题型，可以将读、写、听、说与唱、演、画、手工制作以及参观、访问等学生喜闻乐见的事情结合

起来，供学生选择。正如“吃草的骆驼莫喂肉”所言，教师务必抓住学生不同的个性特点及其兴趣、爱好

和能力，设计作业“超市”，以充分体现学生作业的自主性，让学生根据其兴趣、爱好和能力自由挑选。

三是“一刀切”，缺乏层次性。从 “问卷调查”中得出 ，教师、学生认为老师布置作业“一刀切”的分

别占７５％、８３％，达９０、１００人；针对访谈的６位教师，只有１位县城教师认为自己布置作业偶尔不 “一
刀切”，而１２名学生几乎全部认为老师布置作业就是“一刀切”，因为他们感觉不到作业的层次性，无论
成绩好坏，该抄的都抄，该写的都写。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老师布置作业硬要“一刀切”而是教师在备

课时，根本就没有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设计作业。无论学生基础好坏、接受能力强弱，都要求他们在同

样的时间内，完成数量、难度一样的作业。众所周知，市面上的教辅资料、练习册等设计的题型都是大众

化的，有难有易，有的甚至还存在超纲的偏题、怪题等，针对这样的题型如果教师布置作业还是“一刀

切”，那么悟性稍差的学生不是做作业，而是抄作业了。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能力不仅不能

提高，反而还养成了一种惰性。美国著名学者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懒惰就像生锈一样，比操劳更能消

耗我们的身体。”可见，这个“抄”字、“一刀切”的危害性。作为教师，尤其是素质教育的今天，施教，应该

像泰戈尔所说：“不能把河水限制在一些规定的河道里。”布置作业亦是如此。

２　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的重要性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有效补充，是教师用来指导学生学习、检查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也

是培养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提高学习能力、促进其个体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从调

查的结果显示，笔者认为，当前，小学语文教师务必切实做好作业的设计工作，这不仅仅因为小学是启蒙

阶段，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能否激起学生求知欲望的需要。

一是激发学生学习语文兴趣的需要。常言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的学习是枯燥的。而

好奇心本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刚刚迈入学习阶段的小学生，如果在学习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作业

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刚开始，可能感觉不明显，但长此以往，不仅学生会产生对语文学习的厌倦，而且还

影响其它学习的兴趣。为此，作为老师，尤其是作为小学阶段的语文老师，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而语文学习就是激发兴趣的有效桥梁，老师通过教学就可以将学生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

情联系起来，使学习慢慢体会到语文学习是自己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一的部分，是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

到的事情的再现。由此可知，语文来源于生活，同时也反映日常生活。其教学活动也应融入学生日常生

活中，使其成为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语文教学如此，其实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一部分，离开了日常生活的教学活动不存在。为此，作为小学语文教师不仅要在其教学活动中尽量再现

学生日常生活的情境，而且在作业设计方面更要将教学中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点融入其逼真的日常生

活之中，使学生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感觉到作业就是日常生活的再现。总而言之，小学语文教师要通过

这种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作业设计，激发其学习语文的强烈愿望，充分提升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变被

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使学生在需要中学习，在学习中更渴望学习。

二是提高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需要。小学语文学习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语文的学习，培养

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提高语文学习的效率，作为小学语文老师不仅应该具备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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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重要的是要时刻有这种千方百计提高学生语文学习效率的意识。顾黄初先生在《语文教学要贴

近生活》一文中指出：“要谋求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老是把思想封闭在四壁合围的教室里，把眼光死盯

在篇幅有限的课本上，恐怕很难求得突破性的进展。语文是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频繁运用的重要工具，

要教学生掌握好语文工具，我们的思想要向广阔的生活审视。”［２］他同时强调：“语文教学的改革，关键

在贴近生活。这是‘根’。”［２］这席话，不仅为我们道出了语文学习必须贴近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而

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怎样才能让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也就是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其中

深入日常生活中，实践生活、体验生活就是强化表达能力的有效手段。所以说语文作业，尤其是小学语

文作业更不能局限于背课文、听写和抄课文、抄生字等老一套作业模式，而应该将其作业融入学生的日

常生活之中，让孩子们在生活化的语文作业中提高学习兴趣、提升学习能力，这不仅符合孩子们身心健

康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还有力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望。总而言之，作为当今的语文授课教师，将语文

作业融入到学生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潜意识，尤其是小学语文授课教师应将其作为自我教学能力

提升的重要标志。如学习古诗《江雪》后，教师可以设计一道：根据诗文画一幅“雪天垂钓图”，这样让学

生在作业（绘画）中深刻体会到孤身一人垂钓的那种凄凉的情境，同时，学生也会深刻感受到作者当时

的真实感受。通过这样的语文作业设计，不仅能给学生留下“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还可以促进学生

学习能力的提高，使学生深刻体会到语文就是画，画就是语文，画中有文，文中有画，画亦文，文亦画。

三是引领学生学会学习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生生存》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未

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而现实教学中，因部分老师还是片面追求“质

量”（唯成绩排名）。除了千遍一律、老掉牙的教学方法之外，语文作业也总是在“抄”字上做文章，抄生

字、抄课文，有的甚至还抄作文。长此以往，不仅大大打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而且还影响学生学

习其他科目的学习兴趣，甚至还会产生逆反心理。众所周知，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引领学生学会学

习、逐步培养其自我学会学习的能力。２００１年版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
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

求。”［３］教师不仅要保护好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还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意识，培养其创新意识和进

取精神。充分发掘学生的自学潜力，引领学生学会学习，不仅是新课标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更是一

个国家发展后继有人的需要。作为新世纪的教师，尤其是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师，语文作业的设计要融知

识性、趣味性、差异性、开放性、发展性、自主性、实践性于一体，使每个学生学习潜力得到充分的开发，使

学生乐于学习，学在其中，乐在其中，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设计好小学语文的作业，成为新世

纪每一个小学语文教师始终不渝的追寻目标。

由此可知，精美的作业，不仅不会增加学生的课余负担，成为学生的累赘，反而还可以丰富学生成长

的阅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习能力，激发学生成长的情感，放飞孩子的心灵。

３　科学设计小学语文作业的有效途径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小学语文教师如何才能让学生成为“乐之者”呢？

一要科学设计自主性作业，充分展现学生的特长。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学生的智力

都各具特点，并有独特的表现形式，有自己的学习类型和学习态度”。由此可见，一个班级中，学生的个

性、喜好、特长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喜欢绘画、有的擅长表演、有的善于手工制作、有的善于写作等等，各

有所长。授课教师如果让有差异的学生做无差异的作业，势必造成能力强的学生“吃不饱”，能力稍差

的学生“吃不了”的现象。这样，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不仅不会得到提高，反而其学科学习能力的发展

也会受到遏制。完美作业的设计就应根据学生的特点、特长，充分展现学生的特长，体现学生的“闪光

点”。如教授《狐假虎威》的课文，授课教师设计作业前，首先要“备”学生，要结合本班学生的特长，各自

的兴趣、爱好，可以将作业设计为：朗读录音、剧本排演、续编故事、创作绘画等，让喜欢朗诵的学生朗读

录音，让喜欢表演的学生排演剧本，让喜欢绘画的学生创作连环画，让喜欢创作的学生续编故事等等。

这种具有自主性的作业设计，不仅充分展现了学生的特长，给了学生展现自己、发展自己的机会，而且更

重要的是使他们各自的特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届时，一幅幅“表演逼真动人、绘画形象有趣、朗

诵抑扬顿挫、创作立意深刻”的佳作就会呈现在老师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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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科学设计开放性作业，充分拓展学生的思维。２００１年版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指出：“语文是
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

点。”［４］由此可知，语文作业其实质就是一项语言文字运用于实际的实践活动，其作业设计不必拘泥于

抄、读、写等书面形式，而应紧扣语言、文字、文学训练的基本特点，突出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知识性

与趣味性、书面性与生活性的统一，加强语文作业与学生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构筑通向日常生活的桥

梁，科学设计开放型、趣味型作业，充分拓展学生的思维。如学了《迷人的秋色》一课后，我们可以先让

学生到大自然中去欣赏秋天那迷人的景色，再要学生以“啊，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开头写一段话，这样即

培养了学生热爱秋天、热爱大自然的感情，又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真正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在

平时，语文老师可以要求学生每天看故事、说故事，看新闻、说新闻；城市的学生到大街小巷去收集宣传

语、警示语、广告语等，农村小孩到田间劳作，体会劳动快乐与辛苦及其收获的喜悦心情，而后进行交流

……这种融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于一体的作业设计，它不仅具有开放性，而且还具有实践性，不仅将学习

和生活构成了一个和谐、有机的统一整体，而且还可以巩固、强化所学的语文知识。从而使学生的语文

知识、语文能力、学习能力，在社会实践中无形的得到巩固、发展和提升，同时，还能使学生的思维、思想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有效的提高、升华，在提高、升华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拓展。

三要科学设计趣味性作业，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没有丝毫兴趣的强

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４］可见，兴趣在学习中的重要地位，毫不夸张地说，谁扼杀

了学生的兴趣，谁就是犯罪。由此可知，当一名老师不易，当一名小学的语文老师更不易，因为兴趣就是

从这幼小的心灵开始的。当然，通过您的培养、您的努力，只要学生有了兴趣，有了这种求知的兴趣、求

知的欲望，无需老师多讲，他们会自觉地认真完成作业，因为他们不仅不会把作业当作一种负担，反而还

会当成一种乐趣，在他们心里，做作业就好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真正要让学生

对作业有兴趣，也并非一件易事，教师在备课当中，就必须把作业设计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不能马

虎，也马虎不得。设计的作业务必具有趣味性，贴近学生日常生活，以生动、灵活、多样、形象的形式再现

学生日常生活，从而达到提高他们的做作业兴趣，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寓知识与学习和

生活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而在教学实践中，部分老师常常把学生作业的功能定位于“知

识巩固”和“技能强化”上，而无视学生的兴趣培养，从而，不仅使学生作业陷入了机械重复，反而还把学

生带入了单调封闭的误区。为此，我们可以在教学中有意识的设计形式多样、贴近生活而有趣味性的作

业，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笔者曾有幸观摩到一位小学二年级语文老

师设计的“趣味识字卡”，就是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帮助学生学习生字、词，掌握生字、词。当时，我翻阅

了学生交上来的作业，让我眼界大开：有图片识字卡、形近字卡、同音字卡、偏旁归类卡……当时那位老

师告诉我，虽然学生花了很多时间，但做得不亦乐乎，感觉他们是乐在其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

趣越浓，越舍得花时间，这样枯燥的识字学习就会变为愉悦的学习，从表明上看，只提高了识字效率，其

实，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学习的兴趣。

总之，学生的学习就是一种认知、探究、提高的过程，而作业就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教学

本身就是一种探索，需要随时随地创新，语文作业的设计亦如此，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语文作业设计的

新思路、新方法才会层出不穷。只有这样，其教学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

学生学习的能力，激起学生学习兴趣、求知欲望。从而把学生从过多过滥的作业中解脱出来，使他们快

乐地成长，健康地成长，从小将其塑造成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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