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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家庭作业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其存在统一模式、制造不公、重视惩罚和偏重教学等实
践误区，进而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尊重学生差异、关注公正、注重全面发展是家庭作业有效开展的基本原则。设置

灵活作业量、丰富作业类型、倡导学生批改等将达成有效家庭作业，进而实现减负提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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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外作业（也称家庭作业）是学生根据教师要求在课
外时间独立进行的学习活动［１］。家庭作业是课堂教学的

延伸，有助于巩固和完善学生课堂所学知识与技能，并培

养其独立学习能力。英语家庭作业尤为如此，正如著名

英语教育学家黄源深先生所言，“英语学习的功夫主要在

于课外”［２］。然而，学生学业负担日益加重，改革家庭作

业如减少作业量、规定作业时间等体现在政府减负政策

文本中。然而，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与其说是家庭作业数

量问题，不如说是质量问题。具体而言，低效、无效家庭

作业导致学业负担过重，相反，有效的家庭作业可能缓解

学生学业负担。

１　英语家庭作业的现实误区
当前，人们对家庭作业存在简单化倾向，即家庭作业

必然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多做作业总比少做或不做好。

这种朴素的作业 －成绩观忽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导致
家庭作业活动的实践误区，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学习

质量下降。

１．１　强调统一模式，忽视学生差异
统一模式是指教师面向所有学生布置相同内容或相

同要求的作业，忽视学生个体差异。统一模式存在的主

要弊端：一是造成学生发展受到限制。统一作业通常忽

视学生间认知差异，导致相对落后的学生不能针对自己

不足实现“补足”学习、优秀生不能发挥自己优势实现“加

速”学习。这种表面上“统一”的要求不利于学生的差异

性发展，进而遮蔽了家庭作业弥补学生学业差距的价值。

二是造成学生作业问题行为。统一作业通常有着相同的

标准答案，这将给予某些不爱动脑筋的、抄袭他人作业的

学生方便，造成作业舞弊行为。总之，统一模式不仅难以

发挥作业之于学习的积极价值，而且导致学生不良品质

的习得。

１．２　注重学生独立完成作业，忽视家庭或社会支持
家庭作业通常是学生校外完成的学习任务，教师支持

相对较少，而常需要家长或社会支持，这对于难以获得家

长或社会支持的学生，可能造成学生间不公平。这在英语

家庭作业中尤为突出，英语家庭作业辅导对于一般的家长

而言难度较大。然而，当前很多教师在作业布置中并未考

虑到家长的辅导能力及学生的家庭背景，譬如布置需要家

长指导才能完成的作业，但很多家长对英语缺乏足够能力

并且信心不足，因得不到家长帮助的学生常常处于不利地

位；布置一些要求学生多花钱或动用家庭关系才能做得更

好的作业，比如探究性或研究型作业，这种作业除了学生

自身素质之外，常常依赖家庭经济或社会背景，很多时候

成为了“优势生”的特权。然而，这种作业并不能真正体现

学生实际能力以及所作的努力，对于家境不富裕、家庭背

景不足的学生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

１．３　片面强调教学功能，忽视非教学性价值
长期以来，家庭作业的价值被定位于“知识的巩固”

和“技能的强化”，这对我国学生英语基本知识和技能（如

词汇记忆、语法学习等）的掌握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这种作业常常是偏重教学价值而忽视了非教学性价值。

美国著名作业研究专家库伯认为，作业通常具有教学性

价值和非教学性价值。事实证明，片面强调教学功能不

仅导致家庭作业的非教学价值无法彰显，而且教学价值

也常常被遮蔽。如有的教师重视英语“写”“背”的作业而

忽视“说”的作业，前者常因枯燥无味而导致英语学习负

面情绪的产生，出现“为作业而作业”，加重学生学业负

担，而后者往往能够激发学生非理智因素如情感的参与，

更利于学生学习方法的养成与学生语感的培养，从而激

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与效率。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８
作者简介：谭梅芳（１９７８－），女，湖南茶陵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１．４　侧重惩罚功能，忽视奖励功能
家庭作业既可以作为一种奖励，也可称为一种惩罚。

比如，有的教师常常将学生的作业当作范本在课堂上展

示，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和荣誉感。然而，家庭作业

更多却作为教师惩罚学生的一种手段，即教师用此来惩

罚学生违纪等问题行为，比如，教师会因学生迟到要求学

生默写单词或背诵课文。奖励性作业能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从而高质量地完成作业；惩罚性作业常常导致学生对

学业的抵触情绪，给学习带来消极影响。

２　有效家庭作业的原则
家庭作业是把双刃剑，既具有积极价值，也存在负面

影响。有效家庭作业应定位促进学生差异发展、全面发

展和公正性三个原则。

２．１　差异发展原则
所谓差异发展原则，也称个性原则，是指家庭作业活

动应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并促进学生个体差异发展。一

般而言，学生个体差异通常表现为智力、个性、家庭背景

和社会环境等差异。因此，尊重学生差异要求教师能按

照学生的差异来分配作业，或者提供多项作业供学生自

行选择，或者为学生布置不同难度的家庭作业，或者对同

一作业进行不同的要求。比如，对于优秀生，教师可要求

背诵大纲外单词，或阅读英文报刊，进而形成良好的语

感；对于后进生则要求听写、熟读教材课文。

２．２　全面发展原则
全面发展原则是家庭作业目标方面的要求，是指家庭

作业不仅要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同时也要促进学生非智力

素养的养成，彰显家庭作业的智育、情育和德育价值，实现

学生的全面发展。传统家庭作业往往重于学生智力发展，

而忽视作业的非智力价值。具体来说，家庭作业既要有助

于学生巩固课堂所学知识与技能，提升学生学业成绩，彰

显家庭作业的教学性功能，又要促进学生非智力发展，比

如通过家庭作业来培养学生责任心、提升学生自信心等，

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业情绪，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２．３　公正性原则
公正性原则是对家庭作业的伦理规范的要求，是指

家庭作业应该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公正性原则具体可

通过教师的作业设计、布置与评价等环节来实现，包括过

程公正和结果公正两个方面。过程公正注重学生对作业

活动的全程参与，结果公正则强调家庭作业结果对于对

学生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生作业成绩的评价上。

也就是要充分考虑因学生的家庭背景或家长支持不同而

带来的成绩差异，比如，教师在对待学生未完成或未高质

量完成作业时，并不能一味归结为学生的懒惰，而应充分

考虑作业对于家长支持或社会支持的条件要求。

３　有效英语家庭作业的实现
家庭作业成为学生学业负担的根源，通常是因为作

业并非学生的自主活动。破解传统家庭作业的尴尬在于

彰显学生在作业活动中的主体性。正如一位教学名师所

言：“我从未听说学生不愿做他们自己的作业，他不愿意

做的是老师的作业。”具体而言，有效英语家庭作业要求

学生从被动完成者转变到主动设计者、实施者，要求学生

通过对作业质与量的自我调节减轻因作业导致的学业负

担，同时可从优化作业量、作业内容、作业形式和作业评

价等方面，培养学生学业责任心、帮助学生优化学习方法

而达到提质目标。

３．１　灵活的作业量
有效家庭作业致力于作业的“量”与“质”之间张力的

平衡。在考虑作业数量时，可以为学生设置两种“量”的

作业：规定作业（最小量作业）与自选作业（拓展量作业），

供学生自主选择。规定作业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完成的作

业，即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要求每个学生都应该完成的

基础学习任务，其以“最小作业量”的形式出现，比如大纲

中的等级词汇。对于自选作业，教师通常不规定具体的

作业内容，而仅仅对作业的目标进行指导，学生则按照作

业目标自行选择学习材料。让感到自己能力弱并认为学

习很苦的学生多做自选作业，甚至根据自己的情况酌情

减少作业量；而对于能力较强而想多做作业的学生，鼓励

他们“适当”增加作业量。

３．２　丰富的作业类型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类具有不同智能，而不同的人

在不同智能方面存在着优势差异。同样，学生在英语学

习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智能优势：有的学生在听说交际智

能方面较强，有的学生读写具有优势，有的学生在动作智

能方面有着优势。如此看来，为满足学生的智力差异和

契合学生的智力优势，改变单一的书面作业而采用多样

丰富的作业形式，既可愉悦学生的身心，让他们在具有一

定胜任感和成就感中完成学习任务，又可使学生获得多

方面的才智与能力。如对于交际智能优势的学生适当减

少纸笔作业，增加“说题”作业；对于艺术智能较强的学

生，可以适当布置“展示”作业，如话剧角色扮演活动等。

３．３　学生参与作业批改
教师批改作业通常具有两个目的：一是从学生作业

的完成情况获得教学反馈信息，便于把握教学动向；二是

让学生通过教师作业的批改情况来衡量自己的学习效

果。为此，传统作业观通常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作业全批

全改，这不仅给教师带来沉重负担，影响教师的幸福感，

同时也剥夺了学生参与作业活动的机会。为彰显学生在

作业活动中的主体定位，应改变教师全批全改为“零作业

批改”［３］，即鼓励学生自批或学生间互批。一方面，互批

互阅是让学生承担“教师”的工作，其荣耀感油然而生，对

作业批改“工作”将尽心尽责，这必然提升学生的学业责

任感；另一方面，批改本身也是一种学习过程，所谓“熟读

百遍，其义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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