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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业管理的水平 ，
决定了学校作业设计的 各个维度的分析标准 ， 对 所学校作业管理类文本

品质 ’ 影响着教师作业设计能力的发展 ， 关系到学 进行了详细分析 。 整体来看 ’
几乎每所学校都从切

校作业实施的效果 。 学校作业管理类文本反映了学 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角度出发 ， 制定了作业的管

校层面对作业设计和实施的基本思想与操作方法建 理文本 ’ 而且名称繁多 。 学校积累数量最多的是关

议 。 学校體髓 本质励識 ， 从 个麵反

映了学校作业 職励水平 。 学娜业管麟 —

，
躍参差秘 ，

少觀飢行字隨定 ， 細

文本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一

是学校整体对作业
有几十页甚至上百页 。

设计与实施細随 鮮辦业检舰新
学校作业髓文本巾涉歸細隨是作业时

面的规定与记录 ；

二是学校与作业相关的
一

研讨曜孤疋 …疋子们 歉⑴ —■ 」

丨

、

、
作业雌等麵随定

，
而对于作业功能 、

活动记录 ； 四是各个学科作业设计与实施要求等 。
丄 丨 、 丨 丨 卞

作业难度 、 作业类型 、 作业分层 、 作业讲评 、 教

在上海市作业设计与实施品质调研中 ’
我们结

师在作业方面的专业培训 等涉及较少 。 例如
，

合上海市各区县地域分布特点 、
生均经费 、 绿色指

标监测三方面的结果进行嚷抽样 ’
选择辦

在作业功能細 ’ 仅有搬右的学校有明麵

区县 所小学 、 所初中学校的作业管理类文本作
正 ’ 绝大部分学校将作业功 目旨正位为 棚知

为样本 。 —
识

” “

落实双基
”

和
“

发展能力
”

。 又 如 ， 仅有

胃一
的学校提及作业难度问题 ， 的学校提及

作业分层 问题 ， 但是表达都很含糊 。 再如 ， 只有
一

、 基本概况
约 的学校能够分学科说明作业要求 ， 约

通过设计学校作业管理文本的分析工具 ，
明确 的学校规定了不同年级的作业时 间要求 。 经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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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在管理文件中 ，
几乎没有

一

所学校关注作业布 的操作要点 。 不过 ， 部分学校采取了切实可行的

置前的辅导问题 。 操作方式 。 比如 ，
有些学校要求班主任协调各学

从作业管理文本的质量来看 ， 学校 、
区域和学 科教师作业总量 ； 有些区域和学校强调通过网络

段之间都体现了
一

定的水平差异 。 少部分学校对作 备案制 、 阳光作业等方式 ， 增加各科教师作业布

业管理措施的表述极其细致 ， 细致到各个学科 ， 乃 置的透明度 ，
实现作业的监控 ； 还有些学校则要

至每个年级每门学科作业的要求 ； 也有少部分区县 求让家长每天在家校联系册上记录学生完成作业

和学校在这方面非常单薄 ， 无论作业管理文本还是 的时间和作业感受 ，
加强了家长 、 教师和学生的

作业检査与实践都显得较为粗糙 。 相比较而言
，
小 互动与沟通 ， 也有助于教师及时了解并诊断作业

学阶段的作业管理思想和措施比初 中阶段要细致 、 布置的问题 。

具体 ， 部分作业管理方面更加有学校特色 。 （
三

） 部分学校设计激励手段提高学生作业效率

教师对学生完成的作业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反
—

主要特色
馈

， 会决定学生的作业效果 。

一

些学校要求教师要

分析结果显示 ， 各学校作业管理文本显示了 对作业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 记录作业中错误率高的

区域间的不平衡 ’
也体现了同

一

区域内不同学校发 问题 ’ 分析错误原因 ’ 建立错题集 ’ 并适当进行分

展的不平衡 。

一

些前期有过作业研究或者管理措施 析归类 。

一些学校还注重采用各沖激励措施来提高

的区域 ， 在学校的作业管理中也体现了
一定的区域 学生作业的效率 ， 包括积分法 、 延时法 、 评语法 、

推进效果 。 相对而言 ， 学校在作业管理方面显示出 免做法 、 加分法
、 展览推优法等 。 例如 ，

一些学校

“

特色比问题少
”

的现实无奈 ， 而且这些特色仅仅 设计了期末考试积点进阶方案
，
把 日常作业完成情

集中在极少数的学校 。 况纳入进阶条件 ， 促进学生认真完成 日常作业 。

少数学校作业设计有特色
±￡

在作业设计方面 ， 少部分学校强调
一

周作业的
—、

整体设计 并且要求阐述
一周作业与教学之间的关 整体而言 ，

绝大部分学校对于作业的理解与研

系 ；

一些学校提倡
“
一

页纸作业
”

设计思想 ， 这是通 究还处于浅层次 、 表面化和形式化水平上 。 学校对

过
“

少而精
”

的作业设计来控制作业时间和作业质量 于作业的管理主要聚焦于作业批改和作业检査上 ’

的有效方式之
一

；

一些学校有对单元作业设计方案 没有深入到作业自身质量等深层次问题的探索与实

的思考与探索
一

些学校研究或自主设计了校本作业 践上 。 学校在作业管理与实践探索上的问题表现多

和练习体系 ；

一些学校还尝试建立校本作业平台。 样 ， 其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 ： 有理念缺实践 ， 有广

二
） 少数学校采取 了

一

些控制作业量的方法 度缺深度 ， 有片段缺系统。

如何冇效控制作业量 ， 并且保证作业的实施效 （

一

） 作业管理文本混乱且相互矛盾 ，
缺乏规范与

果 ？ 绝大部分学校在管理中仅仅简单地要求教师要 科学

“

控制作业时间
”

， 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实际可行 从学校作业管理文本的地位和成熟度来看
，
作

本统计 中 仅包括分学科明确说 明作业要求的学校 ，
对于仅仅提及但没有具体分学科说明 的不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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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整个教育教学体系中的位置还不清晰 ， 作业受 每天作业总量从 小时 、 小时 、 小时 、 小时乃

重视程度因校而异 ， 作业管理的成熟度也存在巨大 至 小时及以上的都有 。

差异 。 绝大部分学校缺乏对作业的系统思考 ， 缺乏 符合教委规定作业时间的学校比例较少 。

学科之间的统整考虑 ；

一些学校的作业管理文本表 所样本校中 ， 在 所有作业时间规定的学校中 ， 小

述较混乱
，
前后自相矛盾 ；

一些学校作业管理文本 学阶段只有约 明确规定总的作业时间控制在

多达十几种类型 。 这些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学校对于 小时左右 。 初中只有约 的学校规定作业总时

作业思想研究得不成熟 。 间控制在 小时以内 。

从学校作业管理文本的文字表述上看 ， 措辞缺 非书面作业时间或许成为 学生作业 中 巨大的

乏严谨性 ， 显示出作业管理文件制定的随意性 。 此
“

隐形负担
”

。 上海市教委明文规定
“

小学
一

、 二

外 ，
各学校对作业的管理也有

“

各自为政
”

之感 ， 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

三 、 四 、 五年级作业时间

既缺乏区域的整体设计
，
也缺乏学校的整体设计 ，

不超过 小时 。

”

在现实的操作中 ， 学校存在三种

学科关注点千姿百态。 情况 ： 第一沖误解为
一

、
二年级不能布置任何作

二
） 作业时间规定含混 ， 的 学校与教委规定 业

；
第二种情况则认为三 、 四

、
五年级只是书面作

要求相违背 业时间不得超过 小时 ； 第三种则误解为小学
一

、

为深入推进减负工作 ，
上海市教委在 学 二年级可以布置大量的非书面作业 ， 比如读课文 、

年的课程计划中规定 ： 小学一 、
二年级不留书面家 背诵课文 、 制作识字卡片 、 制作板报 、 预习课文

庭作业
；
小学其他年级的课外作业 ，

应保证绝大多 等 。 其实这一类非书面作业所花费的时间是很多

数同学能在 小时以内完成 ； 初中各年级的课外作 的 ， 难度甚至超过一些书面作业 。

业 ， 应保证绝大多数学生能在 小时以内完成 ； 高 部分学校作业时间 的规定随意且缺乏科学依

中各年级的课外作业 ， 应保证绝大多数同学能在 据 。 部分学校对学科提出 了非常细致的作业时间

小时内完成 。 各中小学不得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 要求 ， 例如 ，
某初中要求语文学科预备年级 分

集体补课 。 钟 ， 初一 分钟 ， 初二 分钟
，
初三 分钟等 。

根据上述规定 ，
此次 个样本中 ， 约 的学 这种规定虽然非常具体 ， 但是背后的科学性缺

校根本没有涉及对作业时间的规定 ，
约 的学 乏 ， 且显得随意 。

校只笼统地提出要
“

控制作业量
”

等原则性的要 从上述各所学校对于作业时间的规定来看 ， 表

求
， 而对作业具体时间没有明确规定 。 约 的 面上似乎反映了学校对于作业时间规定的校本化实

学校有作业时间方面的明确规定 。 仔细分析这些有 施 ， 但是背后也反映了各学校对作业时间的模糊认

明确作业时间规定的学校
，
可以看出学校对作业时 识 。 显然 ， 学校对于作业时间缺乏科学理解 ， 更加

间的规定各不相同
’
而且同一学段之间也存在巨大 缺乏在作业时间上的科学研究 。

差异 。 （
三

） 作业批改与检查要求重表面轻内涵 ，
缺乏可

学校 间的作业时间规定跨度大 ，
差异大 。 小 操作性

学阶段中高年级每天作业总量从 分钟 、 小时到 如前所述
，
绝大部分学校作业管理文本的重点

小时不等
，
时间差异多达 小时左右

；
初中阶段 都集中在如何进行作业批改 、

作业检査上
，
在这些

厂

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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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有非常具体的要求。 而作业设计质量等 内涵 扬与相互表扬
”

的过程 ， 显得非常可惜 。

问题在学校管理制度中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四 ） 过多依靠教 师经验 ，

缺少科学研究 与 基于课

而且也缺乏有效操作要求和制度保障 。 而学校的批 标的意识

改要求
， 尚存在以下问题 ： 在学校的作业管理文件中 ， 我们还发现

一

些

批改要求
“

既繁又难
”

。 不少学校的作业批 学校在观念做法 、 管理措施上非常随意 ， 缺乏科学

改方式过于复杂 ， 要求作文批改采用总批和眉批 ， 依据
，
甚至出现娇枉过正的倾向 。 例如

，

一些学校

总批采用综合式 、 提要式 、 比较式和指令式等 ， 盾 强调所有学生作业的统
一

，
忽视了学习的差异性 ；

批采用评述式 、 说明式 、 比较式 、 启发式和警告式
一些学校认为作业分层就能解决学生负担问题 。 又

等 。 这些专业的批改要求让教师难以理解 。

一

些学 如 ，

一些学校作业类型划分随意 ， 缺乏科学性 ， 划

校还明确要求各种专业的作文批改符号 ， 这样的专 分标准千姿百态且令人费解 。

业批改符号要求过于复杂 ， 很难记忆 ， 而且教师在 学校特色作业设计普遍缺乏
“

基于课程标准

实际操作中的价值有多大 ， 都令人质疑 。 的意识
”

。 例如 ，

一

些学校要求布置能体现整合

作业检査较多关注外在形式 ， 较少关注本质 各个学科的要求 、 综合运用多种能力的作业 ，
但是

内 涵 。 从各学校作业检査的 内容分析可见
，
学校特 这些综合性作业和长作业体现的学科要求远远超过

别关注四个方面的检査内容 ：

一

是作业批改情况
，
尤 相关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要求 ，

导致整体的要求

其是教师批改符号 ；
二是作业规范整洁

；

三是作业时 远远超越学生的实际能力 ， 因此如何解决类似特

间问题 ； 四是作业订正情况 。 而学校对于作业自身的 色作业与学科课程标准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 。

内容与质量 、 作业难度 、 作业来源 、 评语 、 作业批改
（ 五

）
管理要求与作业实践

“

两张皮
， 有想法缺

的正确率 、 订正情况等内涵问题则关注较少 。 实践

严格的作业检査制度和实 际的 教师操作行 为 学校作业管理文本中的理念与实际作业的设计

存在巨 大反差 。

一

些学校在作业管理中往往对批改 与布置的脱 是明显的 ， 即使同样在管理文本中 ，

有严格的规定 ， 细致到用什么类型的笔到打什么 作业理念与实践建议之间也严重脱节 。 例如 ， 某学

勾 ， 如要求什么时候用大红钢笔 、 红墨水笔 、 蓝墨 校的教师有不少关于作业研究的论文和课题资料 ，

水笔 、 圆珠笔 、 铅笔等 。 但是从学校抽査的学生实 这些作业方面的研究论文具有
一

定的思考与见解 ，

际作业来看 ， 作业批改符号 、 批改 日 期等恰恰没有 但这些思考成果在学校的管理文件 、 实际作业的设

胃 。 计与实施中完全没有得到体现。 这充分体现了作业

作业检查结果过分注重
“

激励
”

’ 诊断改进 研究成果 、 学校管理文本和真实的作业实践完全是

功能发挥不足。 在绝大部分学校的作业检査和评分 “

两张皮
”

’ 不得不让人反思 ： 学校教师参与教科

表中
，
存在着非常明显的

“

好人主义倾向
”

，

“

人人都 研工作的 目的和价值究竟何在？

是 分
”

现象很普遍 ， 而且分析诊断问题也显得

四 、 主要建议
不深入 軒麵 。 这样似乎让作业检査制度失去了

原先
“

诊断改进
”

的价值 。 如此辛苦的检査工作如果 冷静分析学校作业管理和作业实践中出现的问

仅仅局限于表面化的打分 ， 让检査变成了
一

场
“

表 题 ， 我们发现作业的研究与实践更多的还是依赖于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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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经验
，
是学校之间的

一

种相互模仿与参考 ，
师作业设计能力等是作业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或者是学校对于作业
一

种惯性做法的传承 。 而这些 而从学校作业管理文本的分析中也发现 ，
这些问题

经验和习惯做法的科学性 、 有效性是没有经过实证 学校普遍缺乏关注 ’ 而且缺乏有效的操作措施 。 问

检验的 。 卷调査结果显示 ， 学校作业管理水平对于提高作业

加强对作业的科学研究 设计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 学校要在管理中关注作业

作业的管理要求 ，
应该建立在对作业科学研究 设计等内涵问题 ，

而无需在批改符号 、 检査整洁性

的基础上
，
否则必将陷入用经验替代科学管理 ，

导 等外在形式问题上耗费太多精力 。 而且 ， 学校管理

致管理效果不佳的情况发生 。 作业究竟应该发挥怎 文本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 ， 需要思考落实理念

样的价值？ 作业应该设计哪些类型 ？不同学段 、 不同 的有效操作方式 。

学科的作业设计究竟应该关注什么重点？ 如何进行
（
四 加强学校作业管理中 对教师作业设计能力方

作业讲评 、 作业统计分析 ？ 等等 。 这些问题都需要系 面的关注

统 、 深入地研究 ， 在此基础之上 ， 学校才能结合本 研究发现 ， 作业设计质量与教师自身的作业设

校的实际情况 ， 制定出科学有效的作业管理要求 。 计能力密切相关 ， 而教师作业设计能力与教师所获

二
） 提高作业管理的整体设计 得的作业专业培训和其反思习惯等高度泪关 。 分析

从目前学校作业管理的现状来看 ， 各自为政 、 表明 ， 学校在作业管理中普遍缺乏对教师在作业方

前后矛盾 、 缺乏整体设计的现象非常严重 。 各学校 面专並发展的关注 。 学校需要系统规划教师作业设

作业管理的相关文件需要整体设计和适当归并 ， 提 计和实施方面的专业培训机会 。

高管理文本的质量 ， 加强其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 至 作业 ，
并不是

一

个孤立的存在 。 作业是连接教

于作业的相关管理制度是否需要单独设计 ’ 还是和 学和评价的关键桥梁 。 学校处理好作业管理的科学

其他的管理机制合并 ， 这并不是关键 。 性和有效性问题 ， 必将能够逐步实现
“

低负担高效

三
） 提高作业管理内涵和可操作性 率

”

的教育追求 ！

调研显示 ， 作业设计质量 、 分析统计作业 、 教 （ 责任编辑 刘芳 ）

、 学术 本栏目 旨在汇聚专家学者最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教学评价方面

瞭望 的研究成果 ’ 如有相关成果 ’ 请联系我们 。

期
本刊定位在为广大中小学

一线提供域外课程教学的研究成果

与实践探索 ， 如果您有赴港澳台和国外教育考察的经历 ， 请

将您的见闻 、 感受与思考梳理成文 ， 发给我们 。 如果您正在

从事国外中小学课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请将您的研究

成果发给我们 。

▲植 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