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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然科学学习领域改进作业的建议

本学习领域含小学自然
,

中

学物理
、

化学
、

生命科学和科学

(综合
,

含自然
、

地理等知识 ) 等

学科
。

注重科学探究
、

加强实验操

作
、

整合信息技术设计和实施本

学习领域的作业
,

是对本领域作

业的重点要求
。

一
、

要按照课程标准的

要求来设计与选择作业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是教学过程中具有活力的环

节
,

更是学生获得科学知识
、

形成

能力
、

体验过程和科学方法的重要

手段和必经途径
。

为此
,

作业应以

学生实际情况为基础
,

立足于学生

体验自主学习
、

探究学习和合作学

习方法
,

从内容
、

形式
、

要求等方

面着手
,

提高作业设计质量
,

完善

作业系统
。

作业应注意落实
“

知识与技

能
” “

过程与方法
” “

情感
、

态度与

价值观
”
三个方面的目标

。

要以教

材为基础
,

联系社会发展
、

科技进

步以及 日常生活情景
,

选择学生熟

悉的或亲身经历的题材
,

体现生活

中处处有科学的理念
。

要严格控制

作业的总量和难度
,

防止学生课业

负担过重
,

以利于学生的整体发

展
;
还要防止重知识轻能力

、

重结

论轻过程
、

重演绎轻归纳
、

重理论

轻实践的偏向
。

作业应关注学生的年龄差异
,

注意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设计

合适的作业
,

防止作业
“

高龄化
”

或
“

低龄化
”

两个错误倾向
。

如小

学可采用诸如观察
、

比赛
、

游戏等

作业
,

以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和参与

度
:

初中可采用动手操作
、

设计制

作
、

口头表述
、

集体讨论等方面的

作业
;

高中可采用问题探究
、

实验

设计
、

项目研究等方面的作业
。

作业应关注同龄学生对学习

科学的认知差异
,

注意从学生的实

际出发
,

提供有区别的作业
,

提出

不同程度的要求
,

满足不同学习层

次学生的发展需要
,

增加作业的选

择性
,

让不同学生通过作业感受学

习的成功和成就
,

增强学习自信心

和积极性
。

察时要指导学生注意防止发生意

外
,

让学生掌握自我保护的措施
。

作业设计还应注意与现代信息

技术的整合
,

以支持学生多样化的

学习活动和经历
,

为学生营造自主

学习与合作学习的开放式学习情

景
。

但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基础与综

合的关系
、

基础与探究的关系
、

继

承与创新的关系
,

注意必要的梯度

和铺垫
,

不能简单地
“
一步到位 ”

二
、

要注意体现作业相

应的探究性和实践性

作业应引导学生变接受性学

习为接受与体验
、

研究
、

发现相结

合的学习
,

通过观察
、

归纳和推理

等方式引导学生体验知识的生成
。

作业设计应有助于对学生良好学

习方法的培养
,

如对材料的阅读
,

对现象的观察
、

记录
、

分析
,

对实

验的预习
、

正确操作
,

对主题探究

的资料收集
、

数据处理
、

科学预测

等
,

还应该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或独

创性的见解
,

自己设计作业
。

作业还应引导学生变个体学

习为独立 自主与小组合作交流相

结合的学习
。

课堂作业应积极创设

需要合作的问题情景
、

宽松和谐的

讨论氛围和彼此尊重信赖的师生

关系
,

使作业过程体现自主学习与

合作学习相结合
,

培养学生既能独

立思考
、

分析
,

又善于合作
、

分享

的素养和习惯
。

作业也要引导学生努力提高

实践能力
,

设计科学的实践性作业

训练
。

实践性作业要提出相应的要

求
,

如实验前要预先准备
,

实验中

注意安全
,

在观察
、

实验
、

野外观

三
、

要加强对各类作业

的批改和评析

要仔细观察学生的作业过程
,

加强与学生沟通
,

及时发现学生作

业中的问题并给予必要的辅导
。

对

于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
,

要进行有

针对性的辅导
,

让他们都能达到相

应的学习要求
。

要及时
、

认真
、

仔细地批改作

业
,

充分发挥作业的教学诊断功

能
,

及时发现作业问题
,

调整教

学
。

对作业情况及时进行点评和

反馈
,

使作业评析成为增进师生
J

清感交流的过程
,

作为及时获取

教学反馈信息
、

分析学生个体学

习状态的过程
。

要对学生作业中出现的问题

适时安排辅导
。

要仔细观察每个学

生的学习过程
,

从中及时地发现
、

归纳学习中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

题
,

并适时给予必要指导
。

作业辅

导既要有针对共性 问题的集体性

辅导
,

更要有针对个性问题的个别

性辅导
。

要帮助学生解答疑难问

题
,

改进学习方法
,

发现自己的所

长与进步
,

增强学习信

不等的学生要依据其特定情况

明其发展的方向与途径

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