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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

减肥
”

： 分层递进 个性选择
——

初中物理学科作业设计现状调研报告

汤清修

初中物理学科作业文本分析的样本共 ’ 涉 一

、 主要经验

及上海市六顿■報 ’ 麵学 纖 （ 以下
卜 ） 彳議鮮雖細瞧好

调研组成员按照制定的作业难度评价依据 ， 统

表 所学校 。 每个样本含两份资料 ： 是每所学校
计分析作个样本 ，

难度较低 、 难度中等 、 难度较

的 位八年鮮生 年 肪 日至■期睡
’

家庭作业的复印件 ；

一

是该生任课教师填写的
一

份

学科作业文本登记表 。

⑶

￥业难易度

■

按照总项 目组的要求 ’ 调研组对提供的作业样

本中每一题进行分析
，
对题 目涉及的目标 、 类型 、

■ 中等

难度 、 完成时间等指标作出判断
’
并在统

一

的表格

中进行汇总 。 调研组依据获得的数据 、 事实 ， 分析
° °

目前上海市初中物理学科教师作业设计 、 布置和批
°

⑵

样 本 号

改的现状 。

图 八年级物理作业难易度样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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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视点

本次作业统计分析的时 间段是八年学生在校 ，
：

夕
胸
狂

学习物理的第三周 ， 个样本内容涉及课程标准
厂严等 二

中 个学习 内容
，
其中 个为删级内容 ， 个为知 ￡ ‘

道级内容 。 平时作业并不只是针对考试的训练 ，

■

也需要
一些富有挑战性的作业 ，

激发学生兴趣 ，

训练学生雕。 細 入滅刊物細

学生作业难度控制在易 、 中 、 难的比例为 ： ：

较为合理 。

目 前
，

个样本总体易
、 中 、 难的比例为 图 结构化梳理

——学生对 《 声 》 的 内容所做的

： ： 基本符合我们的判断 。 但是样本之

间的差异也是比较大的 ， 样本编号为 、 、 、

（
四

） 作业的完成方式从书面拓展至动手实践

傳
， 作业中低层次的重复训练偏多 ， 这样会导致 教师布置与设计的作业关注到了实践类作业 。

思维能力强的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 。

编号 的学生 丨乍业中
，
教 币彳吏用了 才配 练、习中

二
） 作业类型中重视了实验探究 的实践 、 探究类作业 。 要求学生回家就地取材 ， 完

上海市二期课改中 ，
初中物理教材编写采用教 成小制作 ，

并利用它完成
一些探究实验 。 又如编号

科书和活动卡分离的形式
，
希望课堂从学生听多做 的学校 ， 在上第三章 《 光 》 之前 ， 布置学生利

少转变为在教师指导下多观察 、 多动手 、 多思考 。
用国庆长假完成小孔成像的制作 ， 学生在玩的过程

由此出现了许多课堂活动 、 教师演示 、 学生实验 中 ， 复习了有关光的直线传播等知识。 目前
， 在

等 ’ 作业中出现了许多实验题 、 探究题 ’ 虽是在纸 个样本中找到类似的作业仅 份 。

上做实验
， 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类作业 ，

但
一

、 基本问题
它发挥的作用却是概念填空 、 概念辨析 、 应用计算

题等作业所不能替代的 。 对样本中涉及实验 、
探究 （

一

） 完成作业所需时间过长

类题 目的统计
，
发现学校之间虽有差异 ， 但总体还 上海市规定初中学生每天的回家作业时间不超

是比较关注
，
平均达到每 题中就有

一

道实验题 、
过 小时

，
考虑到各学科之间的平衡 ， 调研组按照

探究题
，
这个统计还不包括

一些以实验为背景设计 课程方案 ， 每周 课时 ， 每次课后作业控制在

的选择
、
填空题。

盼钟之间较为合理 。 将这个时间平均到每天 ， 制

三
） 部分作业关注了学生知识结构的 自 主建构 定出初中物理八年级学生 日均作业时间的判断 ， 具

样本编号为 、 两所学校的教师在章节学习 体见表 。

之后
，
请学生用思维导图整理知识结构 ， 调动学生 对作业文本的分析后 ， 将样本布置的作业次

自主复习 、
自 主建构所学知识 。 下面的照片拍摄的 数 ， 调研组估计的总时间

，
以及计算出的 日均作业

是编号 的学生国庆长假期间的作业 （ 图 ， 学 时间汇总在
一

张表中 。 对照上述标准
，
调研组估计

生将第
一

章 《声 》 的内容做了结构化的梳理 ， 这样 的学生 日均作业时间的平均值达到 分钟 ，
大大

的作业值得提倡与推广 。 超过 分钟 ， 属于作业量过多 。 但是根据任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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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初 中物理 日均作业时间判断

曰 均 作业 时间 （ 分钟 ）

判 断 过 少 较少
丨

适中 较 多
丨

过 多

表 初 中物理作业样本分布情况

曰 均 作业 时 间 （ 分钟 ）

判 断 过 少 较少 适 中

—

较多 过 多

样本数
一

预估的 日均作业时间的平均值仅为 分钟 ，
这就说 第

一

， 根据教学内容 ， 设计 、 选择相关题 目 ， 每
一

明任课教师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布置的作业多了 ， 当 题都需要分析习题 目标 、 习题类型 、 难易程度 、 预

然也就不会有所改进。 估解题时间 、 使用方法等 ，
形成题 目的参数 ， 建立

其次 所学校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 ’
按调研组 题库 。 第二

，
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安排 ， 根据题 目参

估计的时间统计 ，
可以看到 样本的 日均作业时 数 ，

选择课后练习题和单元练习题 。 第三 ，
严格控

间分布情况 ， 具体见表 。 制同
一

目标 、 同
一难易层次的题 目数量 。 这样进行

二
） 作业中重复训练或记诵式题 目 出现率 单元作业的整体设计 ，

可以实现总量的控制 ， 避免

細课程标准的要求 ，
八年级擁学习的内容 过度顧训练 ， 腿転前后作业要求之间的层次

并不多 ， 那么学生的作业时间为什么会过长？ 根据
件禾 梯讲件 。

■— 巾§ — ，

（
二

） 探索作业的弹性布置 ， 实现个性选择

’

置傾励学生作业 ， 满足糊层次学生

要原‘
的发展需要 ， 体现发展个性的原则 。 此外 ，

教师还

中可以连续 道题都是同 目标同 难度的重复训
需探索作业的弹性布置 ， 翻 ， 学生只要完成教师

练 ’ 这样的難在 瞧习中还在不断出现 。

賴作业的 。 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进行选

此外有 份物理作业中出现了熟读笔记 、 抄写笔
… 、

……
，

亡

择 。 对于学习能力强的学生 ， 可以减少基础训练 ，

记 、 默写笔记等情况 ’ 强调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物理 。

选择有挑战的作业题 ，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个性

三 ） 教师作业批改无特色
七 乍业。

在分析作业文本时 也顺便观察和记录了教师

批改作业的觀。 统计下来
，
有 个样本中存在麵

三
） 改进作业的批改方式 ， 发挥指导激励作 用

贿全部雌雜作业 ；顧雜删批舰贿

评价 即使有评价也仅是
‘
‘

阅
”

顔体分数等 。

也不只是膽师作业讲评提供依据 而呈通过改进

批改的方式 ， 成为又
一

个与学生交流的平台 ， 通

、 过圈划指出学生错误的原因 ，
发挥其指导学生学习

作业是教学五环节之
一

， 适量而富有挑战性的 的作用 。 抓住适当的时机 ’
给出

一

些批语
’
让学生

作业是可以帮助学生巩固知识 、 诊断问题 、 养成习 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注 ，
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 另

惯 、 提高能力和激发兴趣的 。 外 ，
对作业错题的分析 ，

也有利于教师对自己教学

一 实施作业的整体设计 ， 体现分层递进 反思和改进 。

课外作业要在单元的框架下进行整体设计 。
（ 责任编辑 刘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