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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以来，宁波教育不
断在探索实现基础教育“轻负
高质”的有效途径。2022年 3
月，宁波市获批省义务教育阶
段作业改革实验区，宁波也将
此专项研究作为撬动区域教育
改革的支点。

作业改革有多重要？当前
的学生作业有哪些问题？就小
学科学学科而言，宁波市教育
局教研室曾分别面向师生做过
一个调查。调查发现，超过五成
的老师对“单元作业设计”的了
解程度还停留在“有点了解”。
被问及“设计单元作业时，应首
先考虑哪三个因素”时，作业目
标、作业内容和作业难度是老
师们认为最重要的三项。这也
意味着，虽然老师们对作业的
作用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作业
设计能力相对薄弱，缺少系统
性的学习。

面向学生的问卷调查结
果则显示，超过 80%的学生
都很愿意用一份有趣的单元
作业代替单元测试。在作业
形式方面，实践活动类的作

业获得了83.3%的学生喜爱，
在“喜爱度”排名中占据榜
首；实践探究类作业次之，有
75.6%的学生喜欢；喜欢“知
识背诵类”作业的学生最少，
仅23.7%的学生选择了该项。
巧合的是，这些数据和新课
标教学单元性、活动实践性
的要求是高度匹配的。因此，
不管从当前教师现有能力以
及学生兴趣的角度来看，还
是从新课标的要求来看，作
业改革势在必行。

据了解，为提升作业改革的
效率，宁波非常重视科学建库，
以实现作业资源整合。宁波市作
业库重点把握义务段各学科课
程标准要求，体现素养导向，实
现单元作业自动组建功能、作业
微课答疑、作业完成结果分析等
模块，满足不同层次学校、不同
能力学生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需
求。不仅着力学生作业减负提
质，还助力教师提升作业设计能
力、提升教学效率与质量，让区
域、学校优质资源成果得以沉
淀、传承并持续更新。

作业可以少 质量不能低
这场论坛聚焦作业设计“减负高质”

为了“熟能生巧”，使劲布置作业；作业负担大，睡眠时间

不足；作业质量不高，“精准度”不够……这些关于“作业”的

痛点，一直备受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关注。学生作业从来不是

一件小事，特别是在“双减”背景下，不管是作业数量还是作

业质量，都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的有效性，是实现“轻负高

质”的重要一环，也是宁波课改、教改的重点内容。

5月8日，以“核心素养导向的作业设计与实施”为主题的

宁波市基础教育改革论坛，在奉化举行。近300位来自宁波市

各区（县、市）的教师和教研员齐聚一堂，分享在作业设计方

面的经验，共同研讨如何提升作业设计和实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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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论坛现场，各学科的老师代表们
分享了在作业设计方面的经验。不管
是哪门学科、哪个学段，好的作业都有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以核心素养为
导向，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以单元整合
为视角而进行设计。

以初中科学为例，江北育才实验
学校的科学老师王璐玲子分享道，初
中科学教研团队通过单元作业，利用
情境驱动学生对核心概念的巩固、梳
理，并且迁移应用到相关领域，根据科
学原理进行工程实践和物化，从而实
现学生科学思维的发展。

例如，在设计“人体的物质和能
量的转化”这一单元作业时，通过真
实情景引入：某病患由于气喘严重到
医院就诊，称自己近一个月时常出现
活动后胸闷气促……用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驱动学生回忆相关科学知识
和原理，然后，布置实践性作业，选择
简单的器材制作呼吸运动的模型，分
析作业情境中病患气喘严重可能与
呼吸系统的哪些器官有关，利用实践
性作业培养学生的科学核心素养。最
后设计综合性作业，在单元作业的视
角下，结合医生的诊断和患者的各种
病症，在做作业的过程中让学生认识

到人体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各个系
统相互协调，以完成完整的生命活
动，促使学生利用系统的知识结构来
看待实际问题。

“设计完作业后，团队成员还要互
相提出建议，形成单元作业2.0版，最
后根据学生反馈，形成单元作业3.0版
本。”王璐玲子说。

“新课程视域下，作业不再是课堂
教学的‘尾巴’，而是实现课程目标的一
个重要环节，更强调功能上与教学是一
致和互补关系。”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
主任杜仕海补充道，要充分发挥作业的
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将作业设
计纳入教研体系，要重视系统设计符合
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
向的基础性作业。

宁波市教育局基教处处长张光明
表示，作业是连接课堂教学与教学评
价的重要桥梁，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
要支点，也是家长直接了解学校教育
的重要通道。“希望老师们要以生为
本，站在儿童立场准确评估学生的作
业负担，在布置作业时能做到适量而
精准，科学而轻松。让我们一起努力把
作业总量减下来，把睡眠时间加上去，
让孩子身心健康，积极向上。”

学生最喜欢“实践活动类”作业
最不喜欢“知识背诵类”作业

好的作业都有一个共同点
老师们现场分享作业设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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