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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设计 ， 丰富类型 ， 规范批改
——初中英语学科作业文本分析报告

攀 赵 尚 华 朱世玮 祝智颖 李保康

初中英语学科学生作业样本 个 ， 教学内容为 度较高题
”

的题组数量分别为 、 、 分别占总

八年级第
一

学期教材 （
其中 个样本为

“

新世纪
”

题组数 、 和 比例大约为 ： ：

， 因

教材 ， 个样本为
“

牛津
”

教材 ） 第二单元 有 个样 此 ， 整体而言 ， 作业的难度结构较为合理。

本的教学内容为第三单元 。 （ 设计校本作业

编号为 、 、
、

、
、 和 等 位学生

、 初中央语子科作业文本分析结果
的作业中包含校本作业 ，

约 占样本数的 。 其中

一 主要经验与特色 编号为 的作业全部为校本作业 ， 编号为 的作业

主要经验 有
“ ‘

真实任务型
’

菜单式作业
”

。

作业的科学性普遍较高 主要特色

文本分析小组对于
“

作业是否具有科学性
”

注重作业资源的整合

的整体评分为 ， 为所有项 目 中的最高分 ，

一

方 从编号为 的作业能推断出 ， 教师在设计作业

面表明教师在设计或选择作业时注重素材的正确 时根据教学内容调整课本 、 配套练习和教辅材料的

性
， 另
一方面表明整体上作业批改的正确率较高 。 顺序和比例 ，

清选作业 ，
提高了作业的针对性 。

作业的难度整体较为合理 设计可选择的作业

对于
“

不同难度的作业题比例是否合适
”

的整 从编号为 的作业可以看出 ， 教师每次为学生

体评分为 。

“

难度较低题
” “

难度中等题
”

和
“

难 提供可选择的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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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英语文本 分析组从作业材料和 批改两方面进行评分。

文本分析小组认 为 ，

一

半以上 （ 含一半 ） 题组不用教辅材料 的作业为 校 本作业 。



本刊视点

用个性化批语激励学生 位学生平均每课时须完成的作业时间为 分

编号为 的作业每次批改都有个性化批语 。 钟 ，
属于作业量

“

过多
”

。

二
）
主要问题 位学生平均每课时作业所需时间见图 。

教学主题的确定过于随意 根据图 位学生平均每课时所需时间非常不均

根据对作业样本首页的
“

教学主题
”

作出的统 衡
，
编号为 的学生平均每课时作业用时近 分

计
，
除

“

无法判断
”

的以外
，
共统计出 个课时 ， 即 沖

，
而编号为 的学生只需要不到 分钟

，
两者相

个教学主题 。 其中 ，

“

阅读
”

（含课文 的数量为 差 倍 。

， 占
“

听说
”

（含听力 、 口语 的数量为 占
：

。

“

语法 （含语言点 、 知识点 ） 的数量为 占
■

“

复习
”

的数量为 ， 占
“

练习
”

（ 含 咖

练习讲评 ） 、 测验
”

（ 含考试 、 试卷讲评 ） 的数
！

量为
，
占 这些数据还表明 ： 教师在教学 乂

中随意确定教学主题
’
没有从单元整体教学的框架 丨 丄

“

来划定课时。 这些数据显示 ， 课堂教学中新授课的 图 初中英语 位学生课时作业时 间分布

比例低 ，

“

教
”

不够突出 ’ 而以练代教 、 以考代教
（ 系列 赚学生平均棘时作业所需时间 ； 单位 ：

分钟 ）

的现象普遍 。

此外 ， 每位学生每 欠完成作业麵的均衡也不

作业时间 多
体较

为适中
， 贿 天的作业咖分别为 分钟 、 分钟

时间存在较大的差舁 （ 图 作业总时间平均相
和 分钟 （ 作业为订正

，
但该生不需要订正 ） ， 不

差 分钟 。 其中编号为 、 和 的作业总时间相
够均衡 。

差在一倍左右 。

作业间的关联性稀

—— 文本分析小组对
“

结构性
”

的整体评分为
——— ——— — ■“

作业时间分布和难度分布评分分别为 和

： 二
量

’

；

。 对作业类型分布不满意 对
“

是否适当设计

口头 、 合作 、 实践等类型的作业
”

的整体评分仅为

： 。 文本分析小觀
“

作业鹏蹄在关職
”

的评价降低了对
‘ ‘

结构性
”

的整体评分 。

图 教师估算的作 业总时间与专家估算 的作业总时间对 作业的解释性不够

系列 教 师估算的时间 ；
系 列 专 家估算的 时 间

；
单位 ： 分钟 ） 表 显示 ，

‘ ‘

与 乍业 目标完全一致
”

的 乍业题

以 天计算 ， 位学生平均每天完成作业的时 组数为
，
占总题组数的 这个数据说明 ， 接

间为 分钟 ’ 根据文本分析小组制定的标准 ’ 近 的作业与作业目标至少不完全
一

致 。 与作业

属于作业量
“

较多
”

； 以 天平均 课时来计算
， 目标不

一

致的情况分为三沖 ： 低于作业 目标 、 高于

作业 文本分析项 目 组认为 ， 结构性 指作业 时问 、 类型、 难度 分布的合理性和作业间是否存在关联性 。

炎卞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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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作业目 标 、 科学性错误 、 难度 、 类别等的统计

似
与作业 曰 标

丨

科学性 难度
选 类

合作

：

题组数 完全
一致 错误 较高 实践类

—

数量 次数 数量 数 量
，

丁
——

■
系列

主主 主主主主 ：

￡
■ ■

■ 丨
了

图 作业 目标数量统计

一

——————

“
― 从图 可以看出不同作业 目标的数量 。 其中

’

——————

“

巩固语言知识点
”

（
〇 为

’

“

巩固语言

—— 知识
”

（ 和
“

提高语言技能
”

（ 〇

——————

“
― 分别为 和 而听说课中

“

巩固语言知识
”

（

一

■ —— 仅有
“

巩固课文理解
”

（ 仅有

————

——

“

巩固 语言点
”

（ 和
“

拓展

— 单元话题
”

（
。 分别为 。 以上数据显示 ’

———— — 单元作业 目标中严重缺乏
“

听说
”

目标 ， 对

：
— 的重视不够

’
换言之

’
对以新授课为 目标

了丁 ￥
— — 的作业非常少 ， 而以复习巩固 （ 以练习为主 ） 为 目

合计

作业 目标和偏罔作业 目 举例见表 。

以编号为 的学生作业为例
，
共统计有 目

标代码的作业题组 个
，
其中低于作业 目标的题

组 个 ’
￡ 高于作业 目标的题组时 ， 占

比例达 ’ 而这些作业与教学主题的匹配度低 。 此

偏離业目标的膨个 ， 战跳
外

’
有纖辅材料特在科学性错误

’
仅编号为卜 了

的作业中 教辅材料就有 处科学性衙吴。

表 与作业 目标不
一

致的举例说明

作业 丨 丨 ，

—

作业中有超出教学基本要求的题 目
题组 类型 说明

— —

如工从 说
”

仅编号为 的学生作业中就有 处超出教学
低于作 作业

“

读课又
”

不足 以 达
』

业 目 标 成
“

词 汇复 习
”

的 目 标 。 基本要求 。

布置的 作业和教师撰 写的作 所用教辅材料中 ， 的题组采用中考题型 ，

高于作 业 目 标不 完全
一

致 ’ 该作 业

业 目 标 除 了 复 习感叹 句 外 ’ 也复习 而中考题型适用于综合能力的训练和检测 ’ 其训练
了课文其他知识 点。

丄
目标更适合阶段性的测试 ，

不太适合用 曰常的以巩
该作业应为巩 固课又理 解和

偏 离作 初步运 用语法 ， 实 际是综合 固为主要 目标的作业 。 整体而言 ， 教辅材料完全采
业 目 标 练 习

，
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

技能 。 用中考题型 ’
特别是以阅读和写作为技能目标的题

统计有 目 标的作业共 个 （ 题组 ） 。

一
…

卞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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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要求过高 ’
完全超出了教学内容 （ 教学主题 。 题组作业的目标 。 每

一

个题组的作业目标要呼应教学

作业类型不够丰富 主题 要有具体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要求 。 作业

文本分析小组对
“

是否适当设计口头 、 合作 、 内容要根据既定的作业目标来进行设计或选择 。

实践等类型的作业
”

多样性
）
的整体评分为 。 要提高作业的针对性 就不能过度依赖教辅材

经统计， 书面作业的比例占总题组数的 口头作 料 。 备课组成员之间要通力协作 ， 逐渐形成富有学

业为 ， 这个数字是合理的 但实际的口头作业多 校特色 、 适合自己学生需求的校本化作业系列 ， 彻

为朗读课文 、背诵单词或课文
，
基本没有语用要求 ’ 底摆脱以教辅材料为学生主要作业的现状 。

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
“

口头
”

作业 。 从表 来看 ，

“

合 （ 三 ） 丰富作业类型

作类 、 实践类
”

作业的题组数为 ，
占总题组数的 要在纸笔作业的基础上保证听说类作业的比

且只涉及到 个编号的学生。 例 ， 听说类作业要注重其语用的价值。 要适当增加富

作业的选择性非常不够 有趣味的作业 如在课文学习后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改

文本分析小组对
“

是否为学生提供选择性的作 编课文 、 排演课本剧。 要适当设 上学生通过合作来完

业
”

的整体评分为 ， 在所有项 目 中评分最低 。 成的作业 ，
如让学生两两相互采访 、编 陕 话。 此外，要

从表 来看
，

“

选做类
”

作业题组数为 ， 占总题组 根据教学主题适当设计实践类的作业 ， 如鼓励学生以

数的 ’ 且只涉及到 个编号的学生。 小组的形式进行调査并完成调査报告 。

批改有待改进 （ 四 ） 提高作业的选择性

文本分析小组未对作业批改进行评分 ， 但在 从学生完成情况来看 ， 有些作业不适合全体学

分析作业时发现批改错误的现象仍存在 ’ 仅编号为 生 ’ 作业全对或大部分作业错误的情况较为明显 。

号的学生作业中就有 处批改错误 ， 未批改的 因此
，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语言能力设计

作业有 次 （ 处 ）
， 以作文为主 。 适合全体学生的作业

’ 在作业量和作业要求上增加

一

选择性 ， 如设计背诵类作业时 ， 学生可以选择全文
二、 改进初中央语学科作业的建议

背诵或部分背诵 ， 课外阅读时 ， 学生可以选择口头

一 提高单元整体作业设计的意识与能 力 翻译或概括大意 。

作业是重要的教学环节 ， 适量并与教学内容
一

五 ） 提高作业批改的规范与质量

致的作业是帮助学生巩固学习内容 、
培养学习习惯 教师应该批改所有要求学生完成的纸笔作业 ，

的保证 。 合理的作业设计是前提 。 作业设计要在单 避免以讲代批的现象 。 教师还应根据情况 ，
对部分

元整体教学内容和 目标的框架下进行 ， 还要呼应教 学生或特定作业 （ 如作文 ） 进行面批。 作业批改时

学内容和 目标 ，
要注重单元作业设计的整体性 ， 兼 要提高规范性和科学性 ， 杜绝错误 。 要充分发挥作

顾各课时作业要求间的层次性和递进性 。 建议教师 业的激励功能 ’ 通过个性化的评语与学生沟通并激

在进行单元备课时将课时教学目标和作业 目标进行 励学生 。 此外 ， 在批改作业时 ， 教师要养成统计学

列表
’
以提高作业的单元整体设计 。 生完成情况和错误情况的习惯 ’ 并以此作为实证进

二
）
提高作业的针对性 行作业的讲评 ，

以提高作业讲评的效益。

教师在设计或选编作业时 首先要明确每
一

个 责任编辑 刘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