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刊视点

编者按 ： 家庭作业 产生以来 ， 作为教育教学的有益补充 ，

一直发挥着巩 固和 内化知识的作用 。 但随

着应试教育的加剧 ， 作业 的功能被异化 ， 作业加重学生学 习 负担 ， 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的 弊病逐步在显现 ，

那么现实中 的作业设计与实施中存在哪些问题 ？ 作业时间与提高学业成绩有怎样的关系 ？ 我们应该如何把

握作业的本质和核心？ 作业改革应该向哪些方 向发展？

针对上述 问题 ，
上海市教育教研室与上海市教委基教处于 年 月开展了 大规模作业现状调查 ，

从

多个作业样本 中 ， 寻找作业设计与实施中 存在的 问题 ， 探寻作业 改革的 方向 。 本刊将分两期刊登本

次调研中 的部分成果 ， 探 求解决学生重负 的有效途径 ， 以期我们的教师能够按照学 习与认知的规律来 引导

我们的孩子愉快 、 轻松地学习 。

作业 ， 教育变革中亟需改革的关键

參 徐淀芳

从世界范围来看 ， 在各 国的教育改革中 ， 作 能够促进学校和家庭的联系 ， 通过学生作业问题可

业都是课程改革的关键词之
一

。 由于社会和家长无 以诊断和改进教学等 。 作业如此重要 ， 以致于从来

法每天走进学校和课堂去了解学校教育的全貌和过 没有人怀疑过作业的价值
’
也几乎没有人愿意轻易

程 ，
所以

， 作业就成为社会 、 家长直接接触和了解 否认作业的应有价值 。 学生 日复
一

日地做着各种作

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 ， 社会和家长通过作业的质量 业 ， 教师年复
一

年认真负责地布置和批改着学生的

来反观学校的教育价值导向和教育质量 。 作业 。

但不可否认的星
，
人们在对作业充满期望和肯

定的同时 ， 似乎又不断诟病作业带来的种种问题 ，

调査显示 作业往往会成为学生喜不喜欢
一

门学 如学生的课外自主休闲时间几乎消失殆尽 ， 学生的

科 、 是否喜欢
一

位教师的重要依据 。 作为课程教学和 睡眠时间越来越少 ， 体质越来越弱 ， 学生越来越讨

评价 、 学校和家庭的衔接点 ， 作业能否有效设计和实 厌学习 ，
惧怕作业……

施 ， 从某种角度直接影响到教学 目标的达成
，
甚至

影响到教育 目的的实现与学生的完满发展。

一

作业的价值不可小觑 。 应用得当的话
，
作业 近年来

，
作业再次被推向风 口浪尖 。 年

能够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 巩固课堂教学 在国际 测试中
，
上海学生成绩优异

，
数学

的知识与技能
，
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 ，

养成持之以 分 、 阅读 和科学 分
，
在所有 个国家 （ 地

恒的态度
，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等 。 此外

， 作业还 区 ） 中位居第
一

，
这也是上海继 年首度参加

徐淀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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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S A 之后再度蝉联榜首 。 但是学业成绩第
一的背 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 学生创新能力丧失 ，

国家失去

后 ， 上海学生平均每周做作业时间为 小时
，
同 持续发展和创新的人才基础……

样位列世界第
一

，
比所有参与国家的平均值高出近 过重的课业负担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 无论对

一

倍 。

⑴
面对这

一

结果 ，
再一次学业成绩世界第

一

个人 、 家庭 、 社会 ， 还是对国家 ， 哪怕只发生在

的殊荣
，
并没有让每

一

个教育工作者感到多么的喜 的中小学生身上 ，
都是严重的民族素质

悦
，
因为我们都看到了高学业成绩的光环背后折射 问题和社会问题 ，

是涉及民族根基的大问题 。 中

的是学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 国教育上的问题 ， 没有哪个像过重课业负担这样受

年 月 ， 教育部曾经下发 《小学生减负十 到高度重视 。

条规定 》 征求意见稿 ， 征求意见稿中的第四条明确

提出 ：

“

不留作业 。 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 ，

二

可布置
一

些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体验式作业。 积极 毋庸置疑 ， 作业是
“

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

与家长 、 社会资源单位联动 ，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的焦点之
一

， 作业是课程改革内涵发展的难点和重

下
，
因地制宜地安排学生参观博物馆 、 图书馆 、

点 。 面对作业痼疾
，
各级部门颁布严格的规定 ，

采

文化馆等社会设施 ，
组织参加力所能及的手工劳 取严厉的措施 ，

进行严肃的处理 ，
比如统一采用行

动 、 农业劳动 。

”

政命令减少作业时间 ， 比如坚决制止教辅资料的购

虽然也有少数的坚持者认为 ， 学生的学习本身 买 ， 等等 ， 但是所有的政策似乎都收效甚微 ， 学生

就是
一

件辛苦的事情 ， 学生必须付出努力和汗水
，

的作业负担依然
“

涛声依旧
”

。 究其原因
， 在于措

才能获得优异的成绩
，
才能磨炼坚强的意志

，
同时 施的针对性与操作性欠缺

，
往往没有综合考虑各类

才能取得未来的成就 。 但是
，
不管这些理由多么的 要素

，
也没有以系统的研究为基础 。

冠冕堂皇
，
过重的课业负担危害重重

， 不可小觑 。 纵观国内有关作业的研究与实践 ， 我们不得不

从个人 、 学校 、 家庭乃至社会 、 国家的角度
，
过重 遗憾地发现 ， 国内鲜有与作业有关的完整 、 系统 、

的课业负担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 。 深入且具有说服力的作业研究 ，
这些研究结论或者

从个人成长来看 ， 过重的课业负担会导致学 宏大 ， 或者仅仅琐碎到某个具体的操作技巧 ， 或者

生近视率的逐级攀升 ； 脊椎发育不良 ； 睡眠长期不 仅仅是揭露问题缺少对策 ， 或者是缺乏学科计对性

足 ， 身体素质下降 ； 存在显性或隐性的精神创伤 ； 等 ， 不
一

而足 。

学生厌学和逃学现象 、 行为异常 曰渐増多 ，
甚至导 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原因 ，

一

是因为国 内缺

致少部分学生自杀…… 乏深厚的作业理论基础 ；

二是因为教育者对作业急

从家庭和学校来说 ， 过重的课业负担导致师 功近利的心态
；

三是因为作业研究在实际操作中也

生
、 家庭关系紧张 ； 学生对学校和家长毫无感恩之 存在很多困难 ， 比如高校研究者很难获得基层学校

情 ， 甚至心怀憎恨 ； 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丧失
，
缺 真实的

一

手作业资料 ， 学校对于作业往往
“

讳莫如

乏可持续学习的愿望与兴趣…… 深
”

； 又如作业研究与实践的效果不是
一

朝
一

夕就

从社会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 ， 过重的 能够看到成果的 ， 需要研究者花费极大的耐心 ， 长

课业负担会导致学生多种生活能力的缺失 ； 缺乏解 期跟踪研究 ，

“

央餐式
” “

短 、 平 、 快
”

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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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等 。 源
，
如作业量 、 作业时间 、 作业内容等 ，

均来自于

种种客观的原因 ， 导致作业成为我们实践时间 教师 、 学生 、 家长的经验判断
，
往往会缺失和遗漏

最多 、 却是研究最少的内容之
一

。 我们似乎总是离 很多信息 ，
甚至会造成信息的偏差 。 而通过作业的

作业的现场很近 ， 但却离作业的本质很远 。 文本分析法 ， 即通过对学生真实的各学科作业文

字
、 图形 、

符号等相关记录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内

容
’
根据一定的研究 目的 ， 对这些内容进行客观 、

乍业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 作业在现实的实践
魏和定量的统计分析 ’ 并在此基础上 ’ 形成分析

中又是怎样的 ？ 我们今天在研細实践作业的时
觀

，
进行相 关的说明 、

分析与解释 。 这对于真

候 ’ 应该如何把握作业的本质和核心 ’ 该从
实

、
深刻地把握作业设计中的科学性问题 、 目标针

着手进仃有效的作业研宄与实践 ？ 如此种种
纖问题 、 作业难度 、 作业整体结构 、 作业类型等

题
，
对于科学有效地解决作业问题

，
显得愈来愈

…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 充分弥补了问卷和访

重要 。 作业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 究竟是什么
… 、

谈法的不足 。

原因导致作业走向了教育的
“

反面
”

？ 为深入了
如何对问卷调研的数据 、 文本分析的数据进行

解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设计和实施现状 ，
有针对性

汇总分析 如何通过相关分析 、 中介变量分析 、 调研
地解决作业存在的问题 ，

年 月 ，
在前期充分

变量分析 、 差异分析 、 回归分析来深度挖掘作业的各
研究的基础上 ，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和上海市教委基

八 』 ， 七
种问题和规律 ， 也是本研究中的突破点 。 本研究不仅

教处联合开展了对上海三万多个样本的大型作业现
仅停留在简单的描述作业现状和问题本身

，
而是从

状调研。

科学统计分析的角度
，
提供了作业各个隨的相互

来真正深刻把握作业的问题 ， 寻找解决作业问题的
关系 ，

途径？这縣細碰 驗驗赚心
、

题 。雕
細何

’
娜啦雖改雑 針载 ， 我们

调査具有回答较简便 、 时贿弹性 、 规模可调控 、 结
的课堂教学有了

一

些改观的话 ’ 我们的家庭作业改

靴然发展缓慢 。 作业 ， 是教調究领域待开細

入挖掘问勵本质 ， 也不娜明剛产娜願
，

‘ ‘

■
”

°
’
± 、

对于提出针雕 、 操作注措励指导注不强 。 为此
’

评价协同变革 ， 才有可能实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美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此次的作业调査研究
，
以搜集学 好的

‘ ‘

春天
”

生真实的
一

手作业资料 、 进行系统化的文本分析为突

破口 。 如何针对学生真实的作业文本来进行分析研 参考文献 ：

究 ， 填补了国内外对于作业研究的
一

个空白 。

王婧 测试 ： 上海学生成绩蜂联全球 第
一

作业时 间

通过科学的抽样 ， 我们从学校基层获取真实 也第
一 新闻 晨报 ，

而准确的
一

手作业资料 ，
进行科学的调査与分析 ，

】山子
“

过重课业 负担 的概念分析及问题求解 丨 基础

这是此次作业研究在方法上取得突破的
一个重要亮 教育 ， ，

：

点 。 目前很多有关作业研究和分析的相关数据来 （ 责任编辑 刘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