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 学年教学研究活动及成果

莱州市平里店镇中心小学 2020 年 9 月 5 日在学校录播教室

进行了“农村小学生如何独立完成家庭作业”教学研究活动，进

行了理论学习、听评课、教师研讨实践等事项，最终形成了两大

项、每一大项四小项操作方法，教研组所撰写论文发表在《莱州

教学研究》上。

附：成果照片



时间：2020 年 9 月 5 日

参加人员：刘晓艳、宿秋云、王秋月

缺席人员及原因：无

教学研究活动主题：农村小学生如何独立完成家庭作业

中心发言人：刘晓艳

一、活动讨论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连搂带抱。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呜嗷喊叫，老人血压升高，邻居不能睡觉。” 这些网络上或朋友

圈中关于辅导孩子作业的段子让大家哭笑不得，也引起了我们教

研组的思考。

作为农村小学来说，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更是不容乐观，情

况一：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导致留守儿童增多，学生跟着爷

爷奶奶生活，晚上的作业根本监督不上，一是爷爷奶奶的文化水

平不行，不能给孩子以学习上的指导，二是爷爷奶奶也管不了孩

子，不能做到监督孩子完成作业。情况二：农村的家长为了生计

干起活来都没有个固定的时间，经常很晚才回家，导致孩子需要

自己在家独立完成作业，家长即使能天天回家也累得只能问一句

“作业完成了没有？”，达不到监督的效果。情况三：农村的优

秀生源流失严重，部分学生学习数学比较困难，成绩不容乐观，

因此回家做家庭作业时畏难情绪较重，导致不能很好地完成家庭



作业。

二、活动总结

针对农村小学生的特点，我们教研组探索从“会做数学家庭

作业”和“爱做数学家庭作业”两方面入手培养农村小学生能“独

立完成作业”。

一、 会做数学家庭作业

要能“独立完成作业”，“会做”是前提。

1、课上学会：课堂上学会是学生能独立完成作业的前提，

不会怎么独立做作业呢？因此，自己注意精心备课，不断提高自

己的教学素养，做到将自己的数学课上明白，做到让学生学会。

2、量上控制：作业的量要合适，要以中等学生为标准来考

虑作业量和作业时间，不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3、度上把握：作业内容要贯彻数学课堂讲练结合的原则，

讲什么就练什么，根据课堂教学内容布置对应的作业。分层：作

业内容能适应不同学生的需要，对学困生要降低数量及正确率的

要求，要给学优生布置选做性作业。

4、评上跟进：对作业的书写质量与正确率要有监控措施与

评价机制。也就是说布置的作业要及时进行检查、评价与反馈。

检查的方式包括小组检查与集体订正。评价方式采用按正确率积



分，定期发喜报的方式等。反馈的方式采用 QQ 群与微信或飞信

的方式。

通过“四步走”，学生不再害怕数学作业，会做数学家庭作

业，能尽力完成数学家庭作业，进而提高自己的数学成绩，学生

学得轻松，不为作业所累。

二、爱做数学家庭作业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动手实践是小学生最喜爱的一种学

习活动，为了让学生喜欢上“做数学作业”，我们教研组着重在

实践作业的布置上下功夫，力求增加数学作业的“趣味性”，以

吸引学生更好地完成数学家庭作业。

我们把数学实践性作业按活动方式的不同分为四类：制作

类、调查类、测量类和统计类。

由于实践性作业避免了机械重复的抄写与计算，让学生在做

中学，在玩中学，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学生对数学作业由

被动应付变为主动参与，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让作业变为一

件乐事。

总之，为了让数学作业不再是学生的负担、家长的包袱，我

们设计数量合适、内容贴切、生动活泼、充满智慧与情趣的数学

作业，让学生在作业中积极探究，获取信息，创新知识，培养能

力，展示个性。

三、活动成果



经过教研活动，现在，我们的学生能“独立完成作业”，并

且越来越“爱做数学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