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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孩子作业基本在校就能完成
“孩子的作业明显减少了，现在有更
多的时间发展个性特长。”市区家长王女
士一直很关注孩子的作业情况，时常询
问孩子作业量的多少和完成度。她感觉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自9月份开学
以来，孩子基本不再把作业带回家。她告
诉记者，孩子去年就在学校参加课后托
管，遇上作业多的时候，总是把剩余作业
带回家来完成，一通忙碌下来基本又是
一两个小时。但是秋季新学期开始以来，
她渐渐地发现，孩子回家写作业的次数
越来越少，基本都在课后托管时段内全
部完成了。更让她感觉不一样的是，孩子
课后作业的质量似乎更高了，原来那些
机械、重复的作业，相比之下已经大幅度
减少。孩子在学校完成了课后作业，回到
家就有充足的时间发展兴趣特长，或者
开展一些感兴趣的课外阅读。王女士的
孩子对编程比较感兴趣，现在有了更多
时间投入练习，期待将来成为一名编程
高手。
有同样感受的不只王女士一人，不

少家长向记者反映，孩子的作业相比此
前减少，针对性也更高了，基本是在课后
托管时间之内，就可以把学校课后作业
完成。张村河小学教导处副主任宋红霞
说，从周一到周四的上学时间内，他们将
学生作业分为基础作业和发展作业，基
础作业是对课堂知识的巩固，发展作业
则属于分层作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自主选择。每个周五的作业就更不一
样了，学校专门打造了一个“作业超市”，
里面涵盖了实践作业、书面作业等形式，
以趣味性和多样性为特点，满足学生个

性化成长的需要。
目前，类似个性化的作业实践比比

皆是。从记者在各中小学了解到的情况
看，各学校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减负
提质，充分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督促学生
完成作业，将作业上的疑惑力求在校内
解决，让孩子们有了更加充足的自由时
光。“孩子在课后托管时由老师看着写作
业，遇上不会的题目能及时得到解答，作
业的认真度和作业质量也提高了。”

学校
统筹总量合理规划各科时间
根据学生作业管理相关要求，小学

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
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
每天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
分钟，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
不超过90分钟。今年9月，山东省教育厅
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加强学生作业统
筹管理。一方面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
长，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分层作业、创新作
业类型、加强作业教研、共享优质资源
等，全面提高作业质量。同时，要求指导
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
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减轻学
生过重作业负担。
实际上，具体到语文、数学、英语等

学科，留给每科的作业时间相对有限，如
何利用好相对有限的时间，真正地让课
后作业发挥最大价值，又不给学生增加
作业负担，对于各学校而言无疑是一项
考验。记者从多所小学采访了解到，作业
总量控制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做法。崂
山区第二实验小学一位老师告诉记者，
学校每周进行一次教学集备，其中一项
内容就是学生作业，要确定作业数量和
时间，制定出符合要求的作业计划，然后
由各学科老师根据实际情况微调。她告
诉记者，学生作业都是及时进行公示，而
班主任是作业的总协调人，对各科作业
总量进行把关，及时与教研人员和学科
老师沟通，公布给学生。“学校建立了作
业公示和随机抽查制度，通过学生的反
馈来了解作业情况，确保作业真正能够

实现减负增效。”
“进行作业统筹管理之后，就不会出
现作业量过大，充分保障孩子休息时间。
而且学校教研组集备研究作业，也推动
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实行了作业总量统
筹的崂山区实验学校，其课程教学部主
任柳波告诉记者，他们还为学生制定了
作业菜单，在进行分层作业的基础上，每
周还会进行一次周周清，借助信息化平
台摸底作业情况，进而制定一些靶向性
的作业，提高了学生作业的针对性。而张
村河小学的宋红霞则告诉记者，在作业
总量控制的情况下，他们还利用上了“课
堂教学云平台”，综合学生平时学习情况
进行分析，为不同学生量身打造靶向作
业，保证作业质量。

典型
技术赋能让课后作业更精准
关于作业减负的讨论，向来都是社

会热点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崂山区优化
作业管理的举措，成为在学生作业减负
上的有益探索，近来也受到教育部的点
赞。记者了解到，崂山区以作业改革为突
破口，发挥信息技术等手段优势，统筹建
设课堂教学云平台，建立作业定期监测
制度，打造“三精一管”崂山模式，实现作
业分层、个性化指导，确保在提高教学质
量的前提下合理控制作业时间，切实减
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崂山区组织学科教研员定期开展作

业设计与实施的教研交流活动，加强过
程教研指导。各学科教师在设计作业时，
统筹考虑学科特点及学生实际需要，根
据学生的差异性，增强作业的层次性、选
择性。同时，充分考虑作业时效管理，学
科教师结合学生学情，“试做”并预估作
业完成时间，在平台上标注每道题目的
作答时间。学生每次作业都填写起始时
间，然后将教师作业预估时间和学生的
实际作答时间进行数据对比分析，找出
学生的薄弱项和教师教学中存在的潜在
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融入作业

管理，成为崂山区作业管理一大看点。老

师会把学生作业进行集中扫描，借助云
平台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数据会精准
分析错题情况，对错误较为集中的题目
可在课堂集中讲解，错误不集中的则根
据错题生成的学生名单，利用自习或课
后进行解疑答惑。“每个阶段的学习任务
结束之后，结合学校在平台上搭建的校
本题库，老师可以一键布置靶向作业。”
崂山区实验初级中学八年级七班赵琦老
师说，通过平台可以了解学生知识点掌
握情况，每位同学都会接收到针对他们的
基础和能力布置的个性化作业，根据不同
学生的个性化问题进行练习，查漏补缺。不
少学生会把平台收集的错题整理成册，经
过再练习、再反馈提升了复习效率。

探索
建立联盟开展教学与作业研究
目前，青岛全面推进作业改革，切实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在综合施策、系统推
进中取得阶段性成效。记者从市教育局
了解到，青岛将规范办学、作业统筹、作
业管理情况纳入规范办学监管系统，融
入当前普通中小学各类监督检查、督导
评估、示范创建等指标内容，通过“六个
力”监测平台和责任督学挂牌督导信息
平台，加强对区市、局属学校的督导监
测。
同时，青岛建立了作业改革教学实

验联盟，其中包括小学联盟校24所、初
中联盟校20所。作业改革教学实验联盟
开展课堂教学与作业研究，将作业设计、
作业布置纳入教研体系，扭转一些学校
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突
出问题，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发挥好
作业的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
此外，青岛还深入开展“基础性作业

+弹性作业”模式、作业总量调控、作业
结构设置、探究性作业设计、作业批阅评
价方式的研究；推动体教融合、艺教结
合、科教融合，进一步健全“节、赛、会、
展、演”工作体系，着力构建“减2加N”模
式（减作业负担、减培训负担，加服务、提
质量、育生态等）和“五育并举”的育人格
局，力求作业改革真正落到实处。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学生作业一直是师生和家长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业改革推行以来，各地因地制宜进行个性化实践，为
学生减负的同时，努力提升学生课后作业质量。近来，岛城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的作业确实有一些看得见的
变化，作业基本上在校内托管期间便能完成，回到家也有了更多时间发展兴趣特长。记者从青岛市教育局
了解到，目前青岛全面推进作业改革，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在综合施策、系统推进中取得阶段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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