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方案(模板5
篇)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制定相应
的方案来实现这些目标。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
括资源的利用、时间的安排以及风险的评估等，以确保问题
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
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方案篇一

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延续，课后作业可以检验课堂教
学效果，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利于学生有
效巩固知识，提高应用能力和学科素养。随着“双减”政策
的实施，教师的作业设计能力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参加
学校的作业设计培训，我也有很多收获与反思。

“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要尽量避免出现机械、单调、重
复性无效作业或惩罚性作业，尽量缩减一些死记硬背、反复
抄写的练习；作业设计要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心理规律，作
业的形式必须多样化，切忌只有单调的书面作业，应该增加
更多的实践性、操作性等体验类作业。各种体验类作业形式
不仅是学生所喜爱的，而且还可以激发学习困难生的学习兴
趣；作业设计既要面向全体，又要兼顾个体差异，教师应该
积极探索分层作业、弹性作业、个性化作业的设计，探索因
材施教下的作业设计；教师还要认真批改作业，加强面批面
改，做好学生的答疑辅导。

在接下来的作业设计中，我要做到以下几点：

1、适当控制作业时间，掌握好作业的难度和数量。在没计作
业时，一定要站在学生角度，预计一下完成作业可能所需的
时间，可以设计分层作业，在完成作业时间和内容上要分层。



因为学生个体有差异，基础差的要多留一些时间给他们，基
础好的可以提前完成作业。完成的.时间灵活，不同层次的学
生完成作业不再有困难。

2、合理分配作业类型。一般来讲，结合每课教学内容自选型
和问答型作业布置频率应该稍高，而活动型和融合型作业开
放性强，强调写实情景，完成时间较长，可以每隔两周布置
一次此类作业为好，也可依次交替进行。这样既能保证作业
的质量，可以让学生作较为充足、深入的探究，又能保持学
生的新鲜感，增强做作业的积极性。

3、创设作业交流平台。学生花了大量心血完成作业，如果没
有展示的机会，就会感到失落，以后会丧失完成作业的兴趣；
而且，如果教师只布置作业而不看重效果，学生也会产生无
所谓的态度，消极应付。因此，通常在完成一周的作业后，
教师可以让学生汇报自己的作业成果，尤其是对于注重过程
学习的活动型和融合型作业更需在班级中进行交流，使得学
生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正受到别人的关注，从而提高日后学生
的参与度和支持度。

4、加强作业评价指导。新课程作业设计固然更重过程，强调
答案的开放和多元，但这并不意味教师的权威地位和指导作
用下降，相反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收集资
料的作业，教师就应该提供必要的信息渠道，指导学生怎样
去找相关的书籍、报刊和网址；对于实践型作业，教师应主
动联系相关社会单位和人员，协助学生走进社会大课堂；对
于融合型作业，由于学生知识结构存在局限性，习惯于单科
思维，教师应适时介入，给予评价指导。

总之，语文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我们不能满足和停留
于传统的作业布置，而应顺应教学改革的潮流，融入新的理
念，尝试新的类型，为生机盎然的语文新课程改革再添一片
新绿。



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方案篇二

9月11日，聆听了特级教师陈加仓老师线上讲座《“双减”政
策下有效作业的设计》，针对现在的“双减”政策，给广大
教师提供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教学建议及作业设计方法。一堂
精彩的讲座总能让人有所思有所想，听了陈特的讲座，也让
我更深刻地明白落实好“双减”政策，我们年轻教师必须要
做好这三件事。

“双减”本质就是为了减轻孩子与家长的教育负担。踏踏实
实地去备好每一节课，提高课堂效率，做到课中学就能课中
会，那才是将“双减”落在实处。减轻孩子学习负担不是删
减学习内容，而是提升课堂学习效率，“双减”实际上也是对
“高效课堂”做了全新的诠释。

讲座中强调了作业设计的重要性，从讲座的例子中可以发现，
陈特一改以往的书面作业呈现出来更多的是操作型作业、自
主探究型作业、调查型作业等等。丰富的作业形式丰富了我
对于作业设计的认知，特别像小池边猫抓老鼠的设计，既有
趣又有深度。又譬如像国旗等的绘制课，将数学与美学相结
合，给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数学课，也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思
考。

“双减”政策下，我们需要去注重对于孩子的评价，也需要
去改变对孩子的评价模式。以前总是以“分数”量化每个孩
子，中下学生在这样的模式下显然会对学习失去信心。那该
怎么去改变呢?从陈特的讲座中，不禁思考能否以报告单的形
式代替测评成绩?在单元测评结束后，发给孩子不是一个个冷
冰冰的分数，而是对于本单元知识掌握的“体检”报告单。
内容可以包含：该学生某些知识点掌握不足，某些知识点掌
握较好，还需要针对某些知识点再强化练习等等。给每个孩
子量身定制单元体检单比起冷冰冰的分数测评，能更好地保
护每个孩子的学习初心及更好地进行知识点的查漏补缺。



“双减”政策的落实，对于我们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将
所思落实到所行，相信我们会站在历史的潮流之上。

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方案篇三

作业是教学过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课堂学习的知识得
到及时巩固的重要途径；作业是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提
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同时，作业也是反馈课堂教学效果、推动学生自主学习、培
养学生学习责任心的重要途径。“双减”背景下的作业建设，
老师该怎么做才能使作业起到它的作用？我认真总结了近期
自己作业布置的一些做法。

1、将作业建设纳入集体备课。每次集体备课，我们都会依据
课标准确把握教学目标。依据教学目标，老师下题海，精选
试题；依据各班的实际情况设计分层作业，“必做题”——
基础题，“选做题”——中等题，“思考题”——拓广题。

2、课堂作业完成以限时小练习的形式开展。老师每天抽
取10--15分钟的时间，在班级内进行限时练习，完成后即刻
上交。一方面督促学生按时完成作业，另一方面也提高学生
的作业完成效率。

3、充分发挥教材的作用。课后作业以教材课后练习题为主，
学生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完成知识技能、问题解决和数学理
解部分，建议学生能尽力去完成更高一级的题目。同时，提
倡学有余力的学生自己创设教材上的类型题。

4、作业批改保证及时、认真、规范，做到“练必收、收必批、
错必纠”。及时、规范的批改作业，对共性问题做好记录，
指导课堂教学，让讲解更有针对性。同时记录好优秀作业的
学生名单，给这部分同学布置帮助同学的任务；记录作业完
成情况不好的学生名单，建立课后辅导学生名单表，设置签
到制，进行准确的课后作业辅导。



老师下题海的目的是提前了解学生的作业难度，体验学生完
成作业的时间；精选试题目的是减少学生作业量，提升作业
题目的质量；老师监督限时完成的目的是督促学生按时完成，
同时提高学生的作业完成效率；规范批改并做好记录的目的
是了解学生的作业水平，及时做好课后辅导，同时给日常教
学提供反馈，提出建议和意见。

但是作业建设中重点强调了书面作业，忽视了其他形式作业
的开发。重点关注了学生在完成书面作业中推理能力的发展，
注重关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忽视动手实
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创新能力和应用意识的培养。在今
后的教学过程中，在作业建设方面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加强集体备课，发挥集体的力量开发多层次、多样化的作
业。

2、调动多感官，让数学作业的形式更加多样。解决单一枯燥
的书面作业，增加数学作业的乐趣。比如讲正方体的展开与
折叠，可以让学生动手做一个正方体；把互助小组互讲习题
作为作业，让学生更有针对性的解决个人的疑难问题。

3、重视数学拓展，让数学作业的更有文化层次。重视教材
后“读一读”的内容，让学生课后搜索更多的相关故事等进
行分享，改变数学作业只是做题的错觉。

4、注重团队探究，让数学作业更有趣。重视综合与实践，让
学生走进生活，用数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设置调
查家长对中学生手机使用情况的看法的调查作业，让学生在
完成作业的过程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创新能力和应用意识。

希望通过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尝试，让学生作业真正的减负，
同时发挥作业应有的作用。



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方案篇四

双减政策的实施，不仅依赖于课堂教学的改革，还依赖于作
业的改革。双减中减少课业负担，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双减政
策的落实，达到减负提质的效果。作为语文学科，如何才能
既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又能有效地提高作业质量，巩固教
学效果，的确需要我们研究思考，并进行实践总结。现就双
减政策下语文作业革命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建立“一单一表”，保证作业数量科学化。

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学情，在每次上课前精心设计好正式作
业，课后根据课时进度和学生反馈布置适量课后作业，同时
填写好语文学科作业设计单。正式作业分为基础类和拓展类
作业，书写量控制在一张8k纸张内，时间控制在20分钟内。
另外，每天安排科代表记录本科作业实际完成时间，并填写
好语文学科作业反馈表，教师根据学生作业表反馈情况，及
时调整作业设计的内容和预估时间，确保学生作业量科学合
理。

二、建立“一标一体”，确保作业内容优质化。

制定本学科作业设计标准，建立语文学科作业设计指标和质
量指标。逐步形成“教师预设--学生完成--反馈评价--二次
设计--调整改进--总结成果”的模式。教师要深入教材研究
和学生学情，从作业内容的选择、作业形式的设计、作业格
式的规范、作业分层的构建、作业时量的调控、作业评价的
反馈六个方面，完成本学科作业设计指标和质量指标的落实。
同时要不断反思和总结，形成符合本学科特点和学情的校本
作业库，确保作业内容优质化。

三、优化作业类型，确保作业形式多样化。

新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语文课程目标必



须要面向全体学生，力争使每一位学生的语文素养都得到发
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课堂教学的改革，还依赖
于作业的改革。确定了如下类型的语文作业：

1、口头类作业。

作业内容主要包括字音字形、文体知识、诗词背诵、名著、
名句积累、优秀范文。此类作业以背诵熟记为主，主要利用
晨读、早读完成，由组长检查监督完成背诵任务。同时制定
奖励办法，每周选出优胜小组，优秀个人进行鼓励，从而激
发学生对语文知识的积累。

2、趣味类作业。

《语文课程标准》关于“课程理念”中提到：“语文学习应
注重听说读写的相互练习。注重语文与生活的联系，注重知
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
作业形式的丰富多彩，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作业兴趣，
学生在快乐中学习，思维是活跃的，作业完成的效果自然是
良好的。

课前“秀一秀”活动的开展，既复习了学过的内容，检查督
促了学生课外阅读的效果，又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
思维能力，从而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作业形式主要
采取课前“秀一秀”、配乐朗诵、名著手抄报、影视文对接、
古诗文配画、思维导图、穿越时空的对话等形式进行。

3、基础类作业。

基础类作业主要包括字音字音、课后部分习题以及名句默写
等。此类作业主要针对学习基础较为薄弱，学习习惯不好的
学生通过书面的抄写、整理、解答来巩固基础知识，主要是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基本的语文能力。作业
完成较为容易，学生在课本中或者教辅资料中都能找到相应



的答案。

4、提升类作业。

学生通过课内的学习，掌握了一定文体的阅读方法，再通过
课外同等文体的对接训练，来提高学生的知识迁移的能力和
阅读能力。中考练一天一篇，从答题技巧、答案具体度、阅
读的速度等方面进行指导训练，精练精讲，初步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四、细化评价方式，确保作业批改精细化。

面对不同层次的作业，教师要采取各种各样的评价方式，充
分运用激励性短语评价、图表符号评价、表情评价，使用个
性化印章盖章等，意在用新颖时尚的方式激发学生对本学科
作业的认可。新颖别致的评价方式让学生或得到肯定，或虚
心接受作业中存在的错误，或与老师拉近了距离，或让学生
的作业态度更加积极，或让作业兴趣更加浓厚。

双减政策下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和作业革命势在必行。语文作
业革命，将主动性更多地赋予学生，给学生合作、体验、创
造、应用的'机会，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了作
业有效性、趣味性、探究性，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提高
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实现学生全面发
展。

双减背景下的作业设计方案篇五

作业是教师诊断学生学习情况，反馈教学效果，调整教学内
容与方式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学生理解、应用学习内容，
提高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怎样脱离题海战术、让作业不再
重复低效、枯燥乏味，真正让作业发挥应有的效果，释放学
生的学习激情呢？也是“双减”政策下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一
线教师最苦恼的事情。



今天有幸听到陈特讲座对“双减“政策下的有效作业设计，
又一次让我经历了思想的洗礼，享受了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
领略到名师的精彩，欣赏到名师的独到的见解，让我豁然开
朗，发现了语文教学的新天地。学习后给我的是心灵上的震
憾，精神上的顿悟，思想上的净化，认识上的升华。通过这
次学习，笔记、盘点收获。

陈特讲的作业布置因人而异、作业的分层：

(1)作业量的分层。

(2)作业难度的分层。

(3)作业的自主选择。

(4)评价的分层。

优点：

1、使各个层次的学生能完成作业。在此基础上，有兴趣地去
做更高一层次的作业，对于这些学生，采取鼓励或奖励的方
法。

2、让学生感到对作业的完成不是教师规定要做的，而是自己
积极想做的，调动学习积极性。

根据语文学科的的特点，讲究作业布置的技巧，对提高学生
作业的质量，保证课堂裨益不浅。作为语文老师注意积极这
一方面经验有好处。

听了受益匪浅，平时在上班每天在埋头苦干批改作业，和同
事说一句都不舍得只怕作业批改不完，在教学一直往前冲只
想每天把新课时落实，我的教学计划就完成任务了，听陈特
讲座觉得自己真的要慢下来，回头看看孩子掌握多少，有没



有深层次的掌握。在“双减“政策下，作业设计好了，学生
就真正的提质增效了。是我们在探索着、实践着的，陈特讲
得经典一句话做人、教书都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