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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视域下小学语文课后作业优化路径研究
江惠莹　蒋朝郁 

（仪征市实验小学西区校，江苏 仪征 21140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深入，语文课后作业设计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作业内容、作业形式，以此更好地引发学生兴趣，

深化他们对作业内容的理解和应用水平，从而助力其形成良好的语文知识体系，提升育人效果。鉴于此，本文将针对新时期背景下课后

作业设计优化路径展开分析，并以小学五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的课文为例，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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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背景下课后作业设计的原则分析

（一）趣味性原则

新时期背景下，课后作业成为小学生掌握语文知识的重要

路径。同时，兴趣是学生高效完成课后作业的基础。为此，在

设计语文课后作业时，我们应保证其具备较强的趣味性，这样

方可更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这会对其学习质量产生极为直接、

明显的影响。但是，很多教师在设计课后作业时，未能对学生

的实际情况产生清晰认知，他们总会结合自身对学生的了解，

想当然地设计课后作业内容，这就很容易导致学生与课后作业

间出现偏差，从而影响他们参与到课后作业练习中的主动性，

影响其学习效果。此外，部分教师在设计课后作业时，常会将

教材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对于趣味性内容的引入不足，这样难

以凸显出语文学科的育人特点，从而影响语文课后作业的育人

价值。为此，在设计语文课后作业时，我们应关注其趣味性，

积极引入多元化的形式与内容，以此引发学生主动性，提升课

后作业的教育价值。

（二）层次性原则

在实施语文课后作业设计时，我们应保证作业的层次性，这

样方可让课后作业更好地适合于每个小学生，使其更为高效地掌

握所学知识，提升育人效果。在新时期背景下，我们应对以生为

本理念提起关注，在设计课后作业时，我们要认清、尊重小学生

间的差异，了解他们在理解能力、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层面的

不同，并以此为基准开展课后作业设计，这样方可提升课后作业

设计的质量。若是课后作业设计的同质性太强，将难以激发不同

层次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他们更为深入地理解课后作业内容，

从而导致班级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的情况，从而影响班级整体

教学效果。为此，在设计课后语文作业时，我们应充分了解每个

学生的特点，并结合他们的差异，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课后作业内容，

以此满足不同学生对课后作业的期待，保证他们在课后也能收获

知识，这是提升小学语文授课质量的重要基础。

（三）探究性原则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语文教学不能只是单纯地

以教材为主要授课内容，在设计课后作业时，我们应重视对语

文知识的拓展，这样方可助力小学生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语文

知识体系。为促进小学生的思维进一步发展，在设计课后作业时，

我们应保证作业具有较强的探究性，让学生能够结合课后作业

开展更为主动的知识探索和分析，从而使其形成良好的思维习

惯，助力学生更全面发展。另外，我们除了可以在语文课后作

业设计中添加语文知识点，还应重视对学生综合素养、核心能

力的培养，这样方可帮助学生更为全面地发展，从而助力其获

得更全面提升。

二、新时期背景下课后作业设计优化的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分层作业

新时期背景下，小学语文课后作业在开展设计时，应转变以

往的重量不重质思路，教师要将小学课后作业的品质放在首位，

这样方可进一步提升小学语文课后作业设计水平，助力小学生获

得更完善发展。通过开展课后作业设计优化，能够大幅提升小学

生对课堂所学语文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水平，从而提升学习效果。

另外，陈宝生老师曾提出“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概念，它倡导教

师在开展育人工作时，应保证小学生有平等受教的机会，教师应

结合小学生的实际情况展开育人工作，这也为后续小学语文课后

作业优化设计指出了新的方向，那便是分层作业。通过优化课后

作业设计，能够有效打破以往单一化作业模式的弊端，帮助教师

开展更为个性化、针对性的育人活动，从而助力小学语文教学效

果得到进一步提升，促使他们对语文知识的掌握水平得到有效发

展。

（二）有利于丰富作业内容

在以往的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中，教师通常会将语文教材作为

主要的作业设计依据，很多语文作业的内容通常会和教材紧密相

关。这样的作业形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小学生掌握所学的语

文知识，但对其语文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极为不利。通过优化

小学语文课后作业，教师能够从网络上获得更多语文知识内容，

以此对语文课后作业展开有效补充，从而提升课后作业的内容丰

富度，助力小学生的语文知识体系变得更为完善、丰富，这对他

们之后开展更深层次的语文知识学习有重要促进作用。不仅如此，

通过革新小学语文课后作业设计，能够更好地引发小学生参与知

识探究的主动性，从而提升他们的写作业兴趣，增强育人效果。

（三）有利于整体质量提升

在以往的小学语文作业设计中，教师通常会秉承“向中看齐”

的作业设计理念，其设计的作业内容、形式，通常会偏向大部分

学生，这样很容易导致学优生“吃不够”，后进生“消化不良”

等情况，极大影响了语文整体教学水平发展。在新时期背景下，

我们在优化课后作业设计时，可以引入分层作业设计手段，为不

同层次小学生提供对应的语文作业，帮助他们充分整合自身知识、

能力，开展更具层次化的育人工作，让他们都能在语文作业中有

所收获，从而在整体上提升语文教学效果，凸显语文作业设计的

教育价值。通过优化课后作业设计，能够助力小学语文整体教学

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助力小学生逐渐获得更全面发展。

三、新时期背景下课后作业设计优化路径 -- 以五年级下册

语文课本中的课文为例

（一）保证课后作业趣味性，引发学生兴趣

为提升语文教学质量，在设计课后作业设计时，我们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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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备较强的趣味性，这样方可更好地抓住学生注意力，使其更

为高效地投入到课后作业练习中，增强其学习主动性。实际上，

若是课后作业不能保证较强趣味性，学生很难在课后主动完成课

后作业，部分学生甚至需要在家长的监督下方可完成作业，这对

其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极为不利。为此，我们在设计课后作业时，

应重视将一些趣味性元素融入课后作业中，并以此为基础，引发

学生探究兴趣。

例如，在讲解《景阳冈》这一课后，我们可以为学生设计这

样一个课后作业。利用网络搜寻和武松打虎有关的视频、图片，

而后通过绘画的方式，将自己心中的“武松打虎”画出来，并在

图画背面简单介绍一下景阳冈这篇文章的内容。对于小学生来说，

这种有探究性质的课后作业更能引发他们的兴趣，对提升其学习

主动性有重要促进作用。部分学生为完成这一课后作业，在网络

上寻找到了《水浒传》这部电视剧的片段，并结合电视剧中的画面，

将抽象的文字在脑海中进行了重构，从而整理出了一幅生动的“武

松打虎”图。在图画中，学生对于吊睛白额的猛虎、英勇的武松

等展开了极为生动的描绘，这对他们深入理解文章，感受其中的

思想内涵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这种趣味性的课后作业形式，

能够极大吸引小学生的好奇心，对提升课后作业的完成质量也有

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二）重视作业层次性，满足学生差异需求

新时期背景下，在开展小学语文教学时，我们应善于发现学

生身上的闪光点，并对他们的潜能展开充分挖掘，这样方可更为

高效地激发学生学习潜能。为此，在设计课后作业时，我们应重

视对作业的分层，以此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学习需求，让每

个学生都能在课后作业中有所收获。若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

先要做到对学生充分了解，而后可以通过分层的方式，将小学生

分为不同层次。比如，部分小学生的语文知识储备较为扎实，完

成课后作业的主动性较高，我们可以将其定为学优生；一些小学

生难以主动完成课后作业，语文知识的掌握程度较差，甚至需要

家长监督方可完成课后作业，对此我们可将其划为后进生；介于

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学生，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普通生。在完成分

组后，我们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展开课后作业设计，这样

并不利于学生获取知识，还会对整体语文教学效果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我们在设计课后作业时，应秉承因材施教的原则，结合不

同层次学生的能力开展更具针对性、层次性、科学性的课后作业

设计，保证课后作业的育人价值。

例如，在讲解《从军行》这首古诗时，我们可以从不同层次、

角度，为学生设计课后作业，以此满足各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比如，对于后进生，我们可为其设计这样的课后作业：背诵、默

写古诗，并通过网络、书籍等途径，寻找王昌龄的有关资料。通

过此方式，能够让小学生对这一诗歌内容产生大致了解，并激发

他们的探究学习兴趣，为其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

于普通生，我们可设计如下课后作业：默写古诗，尝试将其翻译

为现代汉语，并写一篇 200 字以上的读后感，描述自己对诗歌内

涵的理解。对于学优生，我们为其设计的课后作业可更具开放性，

比如：默写古诗，分析作者在作诗时的思想情感，并谈谈自己对

爱国情怀的理解。

通过为不同层次学生设计分层的课后作业，能够让他们逐渐

深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可有效拓展其知识储备，帮助他们形

成良好的探究能力、分析能力、思考能力，这对其之后学习更深

层次的语文知识有极大促进作用。

（三）丰富课后作业形式，增强作业的灵活性

新时期背景下，我们应转变以往课后作业设计“以量取胜”

的思维，尝试从丰富课后作业的形式这一层面入手，以此增强课

后作业的灵活性，帮助学生更为高效地从课后作业中汲取知识，

提升育人效率，满足新时期需要。为提升课后作业的灵活性，我

们可以将作业和小学生的兴趣联系起来，尝试从不同层面展开课

后作业设计，避免以往单纯纸质化的作业形式，提升课后作业的

育人效果。

例如，在讲授“汉字真有趣”这部分内容后，我们可设计一

个“拼字游戏”的课后作业。学生需要将一些汉字写在白纸上，

而后应剪刀将其剪开，使其分为两部分，而后将所有“碎片”混

合，然后与父母利用这些碎片组成新的汉字。比如，学生可以将

“眼”拆解为“目”和“艮”两部分，将“林”拆解为两个“木”，

这样便可组成“相”和“根”两个新字。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

除了能丰富课后作业的形式，还可有效拉近学生与家长间的距离，

让家长正确地参与到教育工作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家校共育，提

升育人效果。

（四）开展多元评价，提升教学质量

为提升课后作业的育人效果，我们除了要对语文课后作业的

内容展开、形式丰富、实施拓展外，还应关注课后作业的评价工作，

这样方可保证课后作业的有效性。实际上，优质、客观的评价能

够帮助学生获得更多成就感、满足感，使其能够更为主动地参与

到课后作业实践中，对提升教学质量影响深远。在以往的教学过

程中，教师在布置课后作业后，很少对学生的完成情况展开评价，

这样不利于课后作业的育人效果进一步提升。为此，我们在设计

课后作业时，应重视完善课后作业评价标准，让每个小学生都能

明白怎样才算是合格地完成了课后作业，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学生

出现抄作业、完成作业不走心等情况。

例如，在每次上课前，我们可以结合学生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

对其展开提问，以此检验他们对相应知识的掌握情况。对于回答

优秀的学生，我们应对其展开及时、客观地表扬，以此满足其成

就感，使其形成良好的学习自信心。对于回答情况不理想的学生，

我们应仔细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这样方可进一步优化课后

作业设计，进而实现学生与课后作业的契合，提升课后作业对学

生的促进作用，让课后作业成为助力学生发展的不竭动力。

四、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新时期背景下小学语文课后作业设计水

平，我们首先应明确课后作业设计的基本原则，而后方可从保证

课后作业趣味性，引发学生兴趣；重视作业层次性，满足学生差

异需求；丰富课后作业形式，增强作业的灵活性；开展多元评价，

提升教学质量等层面不断探索，促使小学语文课后作业设计质量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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