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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设计与实施现状概述

徐淀芳 王月 芬 张新宇

为深入了解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设计和实 理特点
、

“

绿色指标
”

测试中有关作业时间的结果

施现状 ， 有针对性地解决作业存在的问题 ， 年 以及各个区域生均经费的基础上 ，
通过科学严谨的

月 ，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和上海市教委基教处联合 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进行抽样 。 最终实际调研

举行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设计与实施现状的大 对象包括了 个区县 ， 小学阶段共抽样 所小学 ，

型调研 （ 表 。
名学科教师 ， 名学生 ，

名家长 ； 初中

表 年 月 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设计 阶段共抽样 所初中 ， 名教师 ， 名学生 ，

与实施现状问卷调研样本
名家长 。

小 学 初 中

教师 家 长 教师 家长 此次作业调研中采用了问卷法 、 访谈法
，
还创

造性地采用了学生实际作业文本分析法 ’ 即在问卷

此次调研对象为上海市小学三 、 四 、 五年级的 调研学校中
，
通过科学抽样

，
各选择 所小学和

语文 、 数学和英语学科 ， 六 、 七 、 八年级的语文 、 所初中
，
搜集小学四年级学生语文 、 数学和英语

，

数学 、 英语和物理学科 。 在综合考虑各个区域的地 初中八年级学生语文 、 数学 、 英语和物理
一

周内

徐淀芳 ，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 ， 物理特级教师 ； 王 月芬 ，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科研项 目部主任 ， 科学与技术教研员 ；

张新宇 ，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综合教研员 。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自 年以来开展 了
“

提升中小 学作业设计与实施品质
”

重点项 目 的研究 与实践 。 该项 目 由上海市教委

教研室主任徐淀芳担任项 目 组长 ，
王月 芬主持执行 ，

项 目 核心组成员包括张新宇 、 曹刚 、 赵 尚华 、 薛 峰 、 陈根 、 朱浦 、 姚建强 、

黄 华 、 许萍 、 汪茂华等 。 该项 目 组在义务教育阶段 个学科中进行了 研究与实践 ，
在作业设计与实施 问题 、 学科作业设计

“

可

视化技 术路径
”

、 学科作业设计效果实证研究 方面取得了
一 系列成果 。 本文仅仅 介绍了 年项 目组在上海市大型作业调研

结论 中 的部分现状 ， 作为作业实证研究 的前测 数据 。 本调研还得到上海市教 委基教处朱蕾副处长 ， 以及 个调研区县教育局 、

教研室和 各所抽样学校的大力 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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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本刊视点

所有的作业内容 ，
然后分学科请学科专家对学生每 很有用

”

的说法。 在初中 ， 有 的教师 、

天做的作业内容 ， 从作业目标 、 作业难度 、 作业时 的学生和 的家长基本同意或非常同意
“

做作

间 、 作业科学性等角度进行专业分析判断 。 最终综 业对学生很有用
”

的说法 。 整体来看
， 小学生要比

合分析问卷结果 、 各个学科的作业文本分析结果 ， 初中生更为正面地看待作业 。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 ，

对作业现状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 。 对于作业各项具体功能的认同度 ， 不同学段的教师

基本概况
和学生■最为 人胃作业

‘

观酣果堂学习 容
’

的功

能
， 最不认同作业

“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

的功能
‘ ‘

图 丨 ） 。 这种对于作业功能单 化的认识 ， 可能

题比经验多
”

的无奈现状 。 如只有极少数学校关注
是导致教师在作业设计时过于关注巩固与练习 ， 而

到作业的整体设计问题 ， 极少数学校能够布置
一

些
■ 。

实践类的作业。 调研结果显示
，
作业在设计和实施

中存在以下一些基本情况 ：

教师花 费在作业设计和统计分析上的时 间

相对最少
教师 初中

作业是占据教师大量时间的工作内容 。 调研结 学生 小学

翻 学生 初中

果显示 （ 表 ’ 仅对于
一

个班级来说 ’ 教师平均

每天要花超过 小时的时间用于作业的设计 、 批

改 、 分析 、 辅导与讲评 。 而其中花费教师最多时间
图 教师 、 学生对作业各个具体功能

的环节是作业批改 ’ 但是教师在作业设计 、 作业统 基本同意与非常 同意的 比例

计与分析等环节上花费的时间相对最少 。

绝 大部分教师 、 家长和学生认可作业对于学 学生作业时 间长 、 睡眠 时间 不足是不争 的

生的作用 ，
但是 多数仅仅将作业的功能定位为

“

巩 事实

固课堂知识与技能
”

无论是学生问卷 、 家长问卷 、
教师问卷调査结

在小学 ， 有 的教师 、 的学生 、 果 ， 还是专家的文本分析结果
，
都充分显示了各个

的家长基本同意或非常同意
“

做作业对学生 年级作业时间长 、 睡眠时间少的现象 。

表 教师作业设计 、 批改等时间分配 （ 教师问卷 ） 统计表

消耗时 间 （
分钟 ）

作业设计 作业批改 问题分析 作业辅导 作业讲评 合计

语文

—

数学
小 学 种

英语

语文

数学

初 中 科 英语

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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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问卷统计结果 （ 图 按照 《上海 布置任何作业的家长比例仅为 。 而根据学生问

市中小学 学年度课程计划及其说明 》
，
小学 卷调査结果显示 ，

学生从不做额外作业的比例仅为

以 小时为标准 ， 有 的小学生每天学校作业超 。 也就是说 ， 至少有 的学生会在完成学

时
，
其中约 的学生作业时间超过 小时 ， 校作业之余 ， 完成其他的额外作业 ，

包括家长购买

的学生每天作业严重超时 ，
超过 小时乃至超过 的教辅 、 课外辅导作业 、 自己额外增加任务等 。

小时 。 初中以 小时为标准 ，
经过折算 ，

约有
；

的初中学生每天学校作业超时
；
即使按 小时为标 ■

准 ，
也有 的学生每天作业超时 ， 其中 的

学生每天作业超过 小时 。 此外 几乎所有学生 ：
学校内就要开始做麵賴的课外作业 ’ 如果算上 ■ ■ ■

、 ， ， 一— — 丄

学生自 主 家长安排 学生 自主 家长安排

学生在校作业时间 ， 学生每天作业严重超时的比例 中

贝！ 会大大提高 。 图 家长布置额外作业和学生 自 己给 自 己

布置作业情况统计

作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存在明显不足

±
作业设计自躺廳 ， 不仅会影响学生对作业

■ 的兴趣
，
而且会影响学生的负担感和学业成绩 。 作

：： ■ ■ ：： 业设计质量包括作业目标的制性 、 作业内容的科

： 学性 、 作业难度的适切性 、 作业类型的多样性 、 作
■■ 单位 ： 小时

小学 初中 业结构的合理性等 。 调研结果显示 ， 教师在进行作

图 小学 、 初中在家作业时间分布图
业设计时

’
作业 目标意识明显缺乏 ’ 教瞧少思考作

小学阶段 ， 学生问卷显示平均约 的小学生
业目标

’
使得布置的作业缺乏针对性 ； 作业难度虽然

睡眠不足 小时 ， 各年级差异不明显 ； 家长问卷则
整体不咼

’
但低水平的机械重复类作业比例过咼 会弱

显示约 的小学生酬民不足 小时 ； 其中 ， 有近

的教 麵严 不足 ’ 每天少刊小时 。

合作型 、 开放型

初中阶段 ， 学生问観示平均约 的学生睡 目民
卜

’

不足 小时
；
家长问卷显示平均约 的学生酬民

结构缺乏整体设计 系统性不够 （ 图 、 图 。

不足 小时 ， 睡眠时间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在
一

半以

上 ； 其中 ， 有近 的学生睡眠时间严重不足
，
每

天少于 小时 。 ■“小学

家庭给学生布置额外作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

家长布置额外作业 、 学生自 己做额外作业的 ￡ 案 《 齧 英语

现象 比比皆是 ， 因此学校并不是作业负担的唯
一

来 评

源 。 根据家长问卷调査结果 （ 图 从不给学生 图 小学作业文本质霣分析结果 （ 以四 年级为例

以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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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册进行记录 ， 便于家长检査签字 。 教师也非常关

一 注作业的批改
，
但是教师的批改方式与学生的期望

一 巾 胃
不够

一致 。 教师目前的主要作业批改方式为指出错
■■初 中 数学

初 中 英语
误 、 评分或打等级 。 而从问卷调査结果来看 ，

学生

担 担 《 担 初 中 物理
最不喜欢的批改方式是

“

面批
”

， 最喜欢的作业批

改方式为
“

在错误旁批注 ，
指出存在的问题或解决

把 袅表评务

问题的思路
”

。

图 初 中作业文本质量分析结果 以八年级为 例
对于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 ， 教师会梳理学生

教辅资料泛滥且题目 质量堪忧 出现的错误 ， 思考错误产生的原因 ， 并采取一些针

教辅资料指未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 目录的各类 对性的措施 。 不过
， 教师主要依据经验判断 ， 普遍

报纸 、
练习卷 、

课课练 、 周周练 、
模拟卷等 。 虽然 缺乏对作业问题的统计分析 ，

这不利于发挥作业的

仅仅只有 的小学教师 、 的初中教师明确表 诊断反馈功能 。

示自 己经常或总是使用教辅资料中的作业题 ， 但实 学校作业管理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

际上
，
备课组统一确定的作业中

，
来 自教辅资料的 研究发现 ， 学校的作业管理水平高的学校 ，

教

也较多 ，
也存在直接布置教辅资料的现象 。 即使是 师作业设计的专业能力也相对较高 ， 作业的实施效

有些学校自编的校本作业 ， 多数也直接选自教辅资 果也就相对较好 。 但分析 所样本学校的作业管

料
，
并未经过有效地选择 、 重组和完善 。 理文本 ，

发现绝大部分学校在作业功能界定 、 作

学科专家分析作业文本时发现
，
绝大多数学校 业时间规定 、 作业批改要求 、 教师作业专业能力

要求学生按课时做教辅资料 ， 但对题目几乎不作任 发展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 。 约 的小学 、

何筛选 。 而通过对学科作业文本的分析发现 ，
教辅 的初 中对于作业功能没有明确规定 ； 而在有规定

资料的质量堪忧
，
具体表现为 ：

一

是存在
一

些明显 的学校 中 ， 多 数也只是把作业功能定位为
“

巩固

的科学性错误 ；

二是强调静态的书面知识的训练 ， 课堂知识与技能
”

。

作业题类型单
一

；
三是作业目标指向单一

，
对学生 又如 ，

在作业时间规定上
，
仅有约 的小

应用 、 综合等高阶思维的培养关注极少 ；
四是作业 学明确规定作业时间 ， 每天作业总量的规定从

题与教学内容关联性不够
，
因为作业内容的陌生 ， 分钟 、 小时到 小时不等 ，

差异多达 小时左

导致学生在做作业过程中困难加大 ，
作业时间变 右

；
初中阶段每天作业总量从 小时 、 小时 、

长 ；
五是题量较大

，
缺乏针对性

，
存在重复训练的 小时 、 小时乃至 小时及以上的都有 。 绝大部分

问题 。 初中阶段不少学科教辅资料中几乎所有题组 学校作业时间规定含混 ， 且与上海市教委的规定

都采用中考题型 ，
导致作业量大

，
明显超出课程标 相违背 。 只有 的小学和约 的初中 明文规

准要求 ，
使得学生不堪重负 。 定的作业时间符合统一规定。 再如 ， 学校作业管

作业批 改方式欠佳并缺乏理性的作 业统计 理文本过于关注批改作业的符号等表面问题 ， 缺

分析 乏对作业设计质量 、 讲评与统计分析等专业问题

整体来看
，
上海各所学校作业布置都有家校联 的明确规定 ， 教师的专业发展也缺乏有效的制度

邐 —

■ “



■ 丨旧 ““丨 “訓 ：… ： 丨咖

保障 。 学生良好习惯 ，
提高学习成绩 ， 掌握学习方法 ，

增

强学生对学科的重视程度 ， 合理安排时间 ， 提高或
—

建议与 甲 考
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 ， 等等 。 就 目前而言

，
对功能

限于篇幅 ， 本论文仅仅描述了本次作业调研中 的认识需要实现两个转变 ：

一

是要强化作业对于保

的一些主要现象 。 此次作业调査研究中还涉及学段 持学生学习兴趣的功能 ’
因为本次调研证实了作业

差异分析 ’ 学生 、 教师和家长的群体差异分析 ’ 学 兴趣对于提高学业成绩的巨大影响 。
二是要适当弱

科差异分析
， 不同学业成绩的学生差异分析 ，

不同 化作业对于増强学生对学科重视程度的功能 ，
不能

学历层次的家长分析 ，
不同教龄的教师分析 ， 以及 强化作业越多越有助于学习的观点 ， 不能把作业作

作业各要素相互关系的综合分析等 ，
本文中就不再 为争夺学生业余时间的主战场 。

论述 。 从 系统的角 度看待作业问题 ，
系统化地解决

但是
，
仅仅从作业现状分析的情况 ， 我们就会 作业 问题

感受到作业设计和实施问题之严重 ，
远远超过我们 此次调研反映出的是作业问题 ，

折射出的却是

的想象 。 这些来 自学生真实
一

手的作业资料分析 ， 整个教学系统的问题 ， 在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具

有助于我们精准诊断作业问题
，
为作业变革的有效 体而言 ，

一是教学进度混乱 ，
完全脱离教材

，
存在着

措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加快教学进度或选择教学内容的现象 ；

二是随意增

从 目前的分析来看
，
学生作业量大 、 作业时 加课时，

部分每周规定仅有 课时的学科
，
布置的作

间长 、 作业效果不佳的原因 ，
归根结底在于教师自 业居然达到每周 课时 ；

三是教学主题选择极为随

身缺乏设计作业的能力 甚至缺乏判断和选择作业 意 ， 重点把握不当 ， 大量增加复习课 ， 与教学规律相

的能力
，
从而导致作业品质不高 ， 作业实施效果不 背离 ； 四是作业与教学缺乏关联

，
出现较多作业内

佳 。 提高教师设计作业的能力应该成为今后作业改 容与教学 目标相背离的现象 ，
为应付各类考试而布

革的重点 。 包括如何从作业 目标
，
到作业内容选 置与教学内容无关的作业 。 为此 有必要依据课程标

择 ， 到作业难度确定 、 作业整体结构反思等 。 各学 准要求
，
参考教材的编排 合理 、 合规律地安排教学

校在作业改革中要着力解决教师作业设计质量和实 内容
，
设置教学课时 ， 设计对应作业 。

施效果问题 ， 切实减负増效。 我们倡导单元作业设计
， 在单元整体上考虑作

转变作业观念 ， 优化对于作业功能的认识 业目标的分配 、 作业题 目的分配以及作业类型的分

观念不是万能的 ， 但没有观念却是万万不能 配 。

一

是依据标准 ， 参考教材 ，
合理将单元 目标分

的 。 有了观念不
一

定能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 但没有 解至各个课时 ， 体现作业 目标的递进性 ；

二是分配

观念就会迷失方向 。 本次调研表明 ， 作业观念对于 各课时的作业题量 ， 要注意避免新授课题 目与复习

提高作业设计能力的影响虽不如专业活动来得直 课题 目的简单重复
，
更要避免新授课之间的重复训

接 ， 但也较为明显。 对于观念转变而言 ， 主要体现 练 ；
三是考虑作业类型问题 ，

对于合作型 、 实践型

在对作业功能的认识
，
以及对优质作业特征的认识 的作业 ’ 需在单元整体上设计 ’ 注重实效性 ’ 避免

层面 。 为体现新理念而过度增加此类题 目 。

作业的功能甚多 ，
如巩固课堂学习 内容 ，

培养 （ 下转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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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外历史上很多教育家主要将作业作为课程的
一

成正比 。

个组成部分 ，
将其作为

一

种学习任务或实践活动 ，
总之

，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

，
但又

其功能与价值较之国内更加广泛 。 当然到了近代 ，
不完全是课堂教学的附庸。 作业的研究需要放在

国外
一

些作业研究人员所界定的作业内涵逐步接近 学科课程整体改革的背景之下 ， 把作业作为实现

于国 内现在所讲的作业 。 课程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
综合考虑课程标准 、

鉴于上述分析 ， 可以将作业界定为
“

学校教 教学 、 作业和评价的系统协同作用 ， 共同促进学

师依据
一

定的 目的布置给学生并且利用非教学时 生的发展 。

间完成的任务 。

”

本定义包含以下基本内涵 ：

作业是学校教师布置的作业 ， 不包括其他机 参考文献 ：

构或者个人布置的课外学习任务 ； （ 作业不仅 丨 陈桂生
“

作业
’

辨析 丨 上海教育科研 ，

仅包括学生个人完成的 ， 也包括学校布置的团队 丨 姜琦 现代西洋 教育 史 【 】
北 京 ： 商务 印 书馆 ，

性任务 ； （ 作业强调一定的功能和 目的
，
即强

调教师有意识的设计 ；
（ 作业完成的时空主要 丨 钟志贤 ， 范 才生 素质教育——中 国 基础教育 的使命

是指非教学时间 ， 包括学生回家做作业时间
，
学 【 】 福州 ： 福建教育 出版社 ，

生在学校利用课间休息的时 间 ， 学生在图书馆或 画明远主编 教育大辞典 】 上海 ： 上海教育 出 版社 ，

者其他非教学时间等 。

正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珍妮特所认为的一 中国 教育百科全书 〉 编委会 中 国教育百科全书 【 】

样
，
教师应该将

“

家庭作业重新界定为能够弥补 北京 ： 海洋出 版社 ，

课堂学习不足的课外学习机会 。

”

为 了使得家庭 【 汪亮 小学 生课后作业 问题——家庭作业的设计与评价

作业有效
，
他们认为家庭作业要有以下特点 ：

一

海外英语 ，

是能够帮助学生了解
一

定的课程思想 ；
二是内容 丨 熊焰 试评福禄 贝尔 和蒙 台 梭利 的幼 儿园 作业

”

观

要难易适当 ；
三是要为学生提供一些能使之能顺 【 纪 念 （ 教育 史研究 〉 创刊 二十周 年论文集 （

利完成家庭作业的背景知识和资料 ； 四是要让学 ——

外国教育思想史与人物研 究

生花费的作业时间和精力与学生的学业成绩之间 （ 责任编辑 刘芳 ）

上接 第 页 ） 可少。 本次调研表明
，
教师作业设计能力的缺失

，

关注教师作业专业能力发展 ，
提升作业设计 与学校缺乏相关有计划的管理密切相关 。 教师作业

与实施质量 能力的发展 ， 既需要学校能够系统规划 ， 持续深入

虽然学校教师都在问卷和访谈中认为 ， 学校 地给予教师相关的专业培训 ， 也需要査阅有用的资

能够在集体备课时进行作业研讨 ， 但作业研讨往往 料 ， 还需要在实践中加强研讨 ， 不断反思。

也只是教学研讨的附庸 ， 时间可长可短 ， 讨论可多 （ 责任编辑 刘芳 ）

上海市教委 教研室重大科研项 目 提升中小学作业设计与 实施品质项 目
”

研究也采用 了本作业界定 。

知对舰 丨

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