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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与人文学习领域改进作业的建议

绷拭阱

本学习领域含小学品德与社

会
,

中学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
、

历

史
、

人文地理
、

社会等学科
。

重视

联系学生生活来认识社会
,

注重通

过实践体验和联系实际来建构概

念
,

突出人文素养的培养
,

是本学

习领域的基本指导思想
,

也是本学

习领域教师作业设计和学生作业

实践的基本要求
。

一
、

作业的设计和布置

应把握课程标准要求
,

体现

课程改革理念

品德与社会
、

思想品德和思

想政治等学科的作业
,

要按加强

社会认知
、

提高思想品德和指导

行为实践的要求
,

构建知行统一

的作业体系
。

要注意综合知识与

技能
、

过程与方法
、

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三方面的要求
,

整体设计各

单元作业相关内容
,

选择相应的

作业形式
,

注重素质提高和创新

精神
、

实践能力培养
,

使学生有多

方面的学习经历
。

中学历史
、

地理和社会等学

科的作业
,

要遵循课程改革理念

和新的质量观
,

进行相应的设计

与实施
。

作业要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现实
、

参与社会生活
,

提高观察

问题
、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

如历史学科的作业不仅是为

了巩固历史基础知识
,

而且应成

为引导学生掌握基本史学方法
,

达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目标
,

发

展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
。

地理学

科的作业是巩固和拓展地理学习

内容的有效手段
,

也是开展地理

思维
、

体验地理分析和归纳等方

法的载体
,

更应是激发学生地理

学习兴趣
、

增进师生情感交流的

渠道
。

社会学科的作业要紧密联

系社会生活
,

包括通过历史
、

现实

与未来等演化发展的比较
,

对社

会结构
、

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相关

分析
,

对社会普遍性问题和差异

性问题进行探究
,

从课程
“

综合
J

胜
” “

开放性
” “

实践性
”

特点出发

进行设计与实施
,

使作业能够兼

顾知识与技能
、

书面与实践
、

个人

与合作等诸多方面
,

体现学科育

人功能的核心价值
。

二
、

作业要遂循学生和

学科特点
,

体现多样性和选

择性

要精心设计和选用适当的书

面作业
,

帮助学生加深理解社会和

人文学习领域各学科的基础知识
。

书面习题要少而精
,

具有现实针对

性
。

品德与社会
、

思想品德和思想

政治等学科
,

要紧密联系学生实际

和社会现实
,

多设计有一定开放

性
、

灵活性的情景习题
,

培养学生

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

特别是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

历史
、

地理和社会等学科
,

适

当淡化题型分类
,

以材料情境
、

图

像情境
、

问题情境等引出问题
,

为

学生运用合作
、

交流
、

探究等方式

开展学习提供契机
。

要重视和加强实践性活动作

业
,

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
,

促进知

识的内化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

要结

合相应的教学内容
,

适时适度地布

置实践作业
。

实践活动作业形式要

力求丰富多彩
,

行之有效
,

如收集

和整理资料
、

观察社会现象
、

开展

社会调查
,

组织专题考察
、

参观访

问
、

社区服务等
。

对学生实践作业

的结果
,

要通过课堂汇报
、

黑板报

交流
、

制作专题网页
、

教室设置专

栏等适当的形式组织交流和展示
。

要鼓励学生结合课程学习进

行小课题的研究
。

要鼓励学生通

过小课题研究
,

培养获取和处理

信息的能力以及发现问题
、

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对学生

的小课题研究
,

教师要给予学生

充裕的研究时间
,

并在研究方法

上进行指导
。

学生小课题研究的

过程和成果
,

可以课件
、

学习心

得
、

调研报告
、

小论文等形式
,

在

班级或学校中进行汇报交流
。

要

鼓励学生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作业

中
,

有条件的学校可 以通过校园

网
,

搭建学生作业的支持平台
。

三
、

要重视对作业的分

析与辅导

作业也是获取教学反馈信息

的重要途径
,

作业分析与辅导要

体现有利于不同学生的发展的目

标
。

教师在分析学生作业时
,

要联

系学生思维能力的实际问题和针

对学科改革的具体要求
,

应重点

关注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过程中
,

知识应用
、

方法运用的正

确性以及群体协作等综合能力的

表现
,

对作业质量的把握
,

注意探

究
、

实践
、

合作
、

交流等学习习惯

与能力要素
。

同时
,

既要关注作业

所体现 出的共性问题
,

又要关注

学生的个性差异
,

要使作业成为

丰富学习经验
、

完善学习经历的

重要手段
,

成为进一步改进课堂

教学
、

提高效益
、

发展个性
、

实现

共同提高的重要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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