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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机械誊抄，“花式作业”收获多
“你如何看待‘花式’作业？”近日，记者在光明

日报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展开问卷调查，不少
学生、家长畅所欲言。

“拓展思维、形式灵活，更让人感兴趣。”一位
新疆初二学生留言。一位来自贵州的家长也表
示：“孩子知道如何炒蛋炒饭、如何做甜酒了，整个
过程家长引导挺重要。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只
要愿意陪伴，教育效果很好。”

语文老师安排了“烹饪”任务，英语老师布置
了美术作业，数学老师教你做手工……在福建省
泉州市，不少中小学校的“花式”作业，让学生们直
言“大开眼界”。

“在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课文《中国美食》中，
提到了‘炒、烤、爆、蒸、炸、煮’等美食制作方法。
老师就给我们布置了作业：暑期学习制作一道家
乡美食。”福建泉州市丰泽区见龙亭实验小学学生
告诉记者，英语作业也很有趣味，是以“My summer
holiday”（我的暑假）为主题绘制一张精美的手抄
小报。

随着科学教育的春风劲吹，在山东青岛，不少
学校在语文、数学等学科作业中融入科学元素，打
造“科学+”跨学科融合的特色作业。

“我发明了一双可以照明的拖鞋！用脚轻触
开关就能启动照明装置，这样夜里起床时既可以
看清室内环境，又不会打扰别人休息，一举两得。”
围绕“科学精神·成长”主题，青岛四方实验小学五
年级学生于照昕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科学作业，
成就感满满。

“素养导向的课后作业，对学生而言不仅仅起
到预习新知、巩固已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培养其
核心素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与教育心
理研究所所长李勇认为，不少学校已从原来以学
科作业为主转向重视学生社会实践和劳动教育，
从简单巩固所学知识转向塑造学生的日常习惯、
社会情感、学习能力等，更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需
求。

“花式作业”不能一拥而上，更不能超出学生
能力

调查中，也有部分家长对不断“上新”的作业
提出了质疑。

有家长吐槽，“有些作业只走形式不‘走心’，
让学生‘做做样子’，造成不少负担，但并没有多大
的教育效果”。还有人认为，“有的‘花样’作业就
是为了参加各类评比竞赛或做展板，给学校争荣
誉、撑面子。”

鼓励学生通过创意作业锻炼动手能力、拓展

综合素质，这一良好的出发点，为何却招来一些
“差评”？

采访发现，原因主要集中在三点。
一是部分学校实践类作业过多，各科目间没

有形成统筹育人合力。
“但凡小假期，实践类作业就是三项起步。赶

上寒暑假，光手抄报就得做四五张，还不算其他参
观博物馆、科学小制作等任务。”北京家长刘佳很
是无奈，“自己做不完，就得上网买，成品半成品都
有，任君选择。现在都提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作业
为什么还是分科布置、没有形成合力？”

二是部分作业过难，超出某一阶段学生正常
的能力水平。

“到底是谁的作业？”刚刚过去的暑假，昆明家
长李玉忙了好多天帮孩子画思维导图：“刚刚升小
学二年级，就要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回顾上学期数
学课程，要求‘涵盖所有重点知识点，图文并茂、设
计精美，带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孩子根本不理
解思维导图的内在逻辑，基本上是我在弄，他也插
不上手，只是象征性地画了些装饰图案。”

不少受访者向记者吐槽他们遇到的“奇葩作
业”：有的要求二年级小学生写网络素养提案，要

“找案例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措施”；有的要求幼
儿园孩子做视频展示，分享假期见闻……“孩子
哪会这么多？最后都只能家长包办，作业‘含孩
量’为0”。

三是有些作业考核评价单一，或“一交了事”、
或重评选轻分享，没有形成正向反馈。

和孩子一起精心制作了手抄报后，上海家长
李书涵每天都会询问孩子“老师有没有对作业进
行点评”，但得到的答案永远都是“没有”。她觉
得有些遗憾：“好像作业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完成
了就万事大吉，最多是选几张做得好的贴在展示
墙上。但孩子并不理解老师布置作业的意图是
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好或不好，究竟啥原
因。”

“没有反馈的作业就如同盲目的航行，学生难
以知晓是否偏离了航道，也无法及时调整航向以
到达最终目的地。”李勇观察到，为了促进学生加
强体育锻炼，很多学校会布置作业要求每日记录
锻炼方式和时间：“这样做初衷虽好，但难以评价
真实效果，因为一些学生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应
付了事。这样的作业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反
而可能滋生惰性和欺骗行为，加重家长负担。”

好作业应“有趣味能胜任、有提升能迁移、有
反馈能改进”

“部分教师没有从实际出发，不考虑学生的成

长特点和条件限制，过度追求华丽时髦的形式，让
作业变成一种任务，反倒可能引起逆反心理。”多
位专家指出，202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
校作业管理的通知》已经明确提出要坚决纠正学
校作业中存在的数量过多、质量欠佳、功能扭曲等
突出问题，为作业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本次调查中，不少家长也提出了“不要科科
布置，要整合统筹”“要增加灵活性，老师给出方向
即可”“要注重作业讲评，不要一交了事”等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张帅认为，
在设计布置作业之前，一定要先确定好作业目标：

“不论是检测、巩固还是拓展、延伸，不论是传统的
读写训练还是形式多样的实践类作业，都要服务
于整体学习目标。特别是在单元教学设计的背景
下，作业目标的确定应依据单元教学目标，在分析
学情的基础上，明确学习内容及其水平要求，并突
出作业中的重点与难点；同时要从单元整体的角
度，对作业统筹设计，提前布置，帮助学生对单元
作业心中有数、自主安排。”

李勇认为，在做到设计作业“心中有数”的同
时，还应遵循“三有三能”原则：“一是在布置作业
前，把握住‘让学生有趣味、能胜任’的原则。传统
模式下，一些学生只是出于‘不完成作业会挨批
评’的心理而不得不完成作业，而素养导向下，更
强调通过作业内容与形式的趣味化设计让学生
感受到快乐。此外，提倡通过设计分层作业，让
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都能有适合自身难度的作
业，甚至通过设计分类作业，让不同学生可以自
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业内容和方式，从而提升
学生对完成作业的胜任感和自信心。二是在作
业中让学生有提升、能迁移。学生通过完成有一
定挑战性和启发性的任务，要么将简单认识提升
为深刻思考，要么将点滴知识汇聚为知识网络，
要么将书本知识迁移到生活实践，要么将单一学
科知识迁移到跨学科领域，实现‘让教师的角色从
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意义建构的促进者’。三是在
作业后让学生有反馈、能改进。一些教师只顾布
置作业，却不批改和反馈，时间长了，会让作业流
于形式。”

“评价方式至关重要。”张帅也持同样观点：
“作业设计时就要为不同类型、难易程度的作业设
计恰当的反馈与辅导方式，便于用作业巩固所学，
促进学生发展。特别是开放性、实践性作业，既要
关注结果，如学习作品的内容品质、呈现形式等，
也要关注过程，如参与方案策划、素材收集、创意
构思等方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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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作业，如何跳出窠臼走出误区

新学期开始后，不少学校、家
长“晒出”孩子的课后作业：学做一
道菜、自主进行科学实验、每天坚
持体育运动、在游学中记录成长点
滴……各种实践性、体验性强的创
意作业，寓教于乐、趣味满满，让学
生动脑、动手还“动心”。

但也有家长反映，部分“花式”
作业重形式轻内容，超出了学生能
力、增加了家长负担，甚至催生出

“代画手抄报”“代拍视频”等“作业
生意”。

作业，是课堂教育的延伸，也
是学生学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
分。如何才能科学把握原则与尺
度，跳出“写试卷、做习题”的窠臼，
也走出“为创新而创新”的误区，布
置给学生真正“走心”的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