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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家长的不配合，让学校
实施分层作业、定制作业的效果
大打折扣。不少老师坦言，这是
学校推行定制化作业遇到的一
大挑战。连元街小学副校长俞
晓云解释道：“其中根源在于有
些家长心态焦虑，没有客观评价
自己的孩子。”她表示，学校应与
家长多沟通提高配合度。

“作业革命”减轻家长和学
生过重负担提高学习效率，却
增加了教师的“课业负担”。在
陈淼看来，这对老师来说是挑
战更是成长的机遇，“设计契合

育人目标、个性化的作业，对老
师的教学能力、专业素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老师需要持续、
深入地学习、思考。”

此外，现阶段大型考试单
一的评价方式不变，或者命题
老套守旧，学校教学改革无法
与之有效衔接，也是学校在探
索中的困惑之一。专业人士指
出，命题改革与教学改革相辅
相成，学校还是要立足国家的
育人目标大胆探索，开展各具
特色的教学改革促进考试命
题、评价方式改革。（陈春贤）

“减负令”下，锡城小学期中测评不再一张试卷“打天下”

评价方式改变掀起“作业革命”

本报讯 近期多地发
布减负政策，关于减负的
话题一时成为热点。11
月 13 日记者走访发现，

“减负令”下，锡城学校改
变了期中阶段性评价方
式，有的抽签决定，有的学
校用两周时间评价。

连元街小学刚结束的
阶段性评价采用了抽签的
办法。学校根据学生学号
抽签分成三组，每组学生
只测一门学科。该校老师
说：“这么做能避免相互间
攀比，还有利于收集足够
的样本了解学生本阶段学
习的共性问题，便于老师
在教学中及时调整、纠
正。”

梅村实小的阶段性评
价热热闹闹开展了两周。
上周，该校学生完成了语
文和英语学科的评价，每

个年级评价内容和方式各
不相同。比如一年级语文
举行了“汉语拼音大闯关”
游戏活动，设“字的乐园”

“音节词乐园”等 4个关
卡，孩子们排队到各个教
室闯关。二年级学生比
拼古诗吟诵，不仅有个人
赛还有班级间PK。英语
设了字母闯关、书写、朗
读等不同评价项目。数
学除了上周对学生计算
能力评价外，本周各年级
学生领到了相应任务。
比如六年级学生要求在
生活中寻找、研究“奇妙
的立体图形”，形成一份
图文并茂的报告，老师给
出评价。该校负责人介
绍，用一张试卷评价太单
一，学校打破传统评价方
式，本学期开始对学生进
行表现性评价，根据学科

特点，结合学生年龄、学习
能力、学习风格等，将相应
学科的相关素养单列出
来，记录他们各方面的能
力素养。

采访中发现，不少学
校的阶段性评价突破了
学几门考几门，一张试卷
一份标准答案的制约，学
生面对老师大胆呈现自
己的探究成果，展示朗
读、书写等能力。梁溪区
教师发展中心自2017年
开始通过命题改革撬动
区域的教学改革。“不可
否认，笔试是了解学生学
习效果的重要方式。我
们也鼓励学校运用口头、
实操等多样化方式评价，
注重将知识运用于生活
情境中，让孩子能够活学
活用。”该中心主任魏星
如是说。 （陈春贤）

深度

这场“革命”的效果如何？
家长是否买账？

“考试”是指挥棒，评价方式变化撬动学校教学方式转变，其中
作业的变化最为明显。采访中记者关注到，不少学校掀起了“作业
革命”，实施分层作业、定制作业，减少机械性、重复练习，让作业更
有创意和效率。这场“革命”的效果如何？家长是否买账？

不少学校探索定制版、创意作业

11 月 13日放学后，东林
小学语文教研组开展了作业设
计研讨，老师们针对育人目标
大开脑洞，设计培养学生学科
素养的作业，下周华中师大的
教授团将来校指导。

东林小学的“作业革命”已
经打响两年了，如今已经走到了
第三步，探寻思维力的作业。
2017年9月开始，学校组织骨
干教学力量为学生设计作业。

“这对老师专业提出了更高要
求，组织学习了相关的理论文献
后，数学组老师把当时市面上所
有的教辅练习都买回来研究。”
该校副校长陈淼回忆道。在配
套练习中修改开始到自己设计
题目用了一个学期，2018年新
学期开学该校学生就有了一套
与课堂更契合的定制作业册。

“这套作业册内容分基础、综合、
挑战等多个层次，学生根据自己
的能力选做，原本教材配套的练
习册我们不用了。”陈淼坦言，自
编了作业练习册后，学校关注对
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作业设计
迈出第二步：设置跨学科“长程
式”作业。这项作业通过项目研
究，锻炼学生材料搜集与筛选，
研究、交流与表达、美术等能
力。“这段时间三年级学生围绕
运河文化，研究运河支流省份河
南的风景、美食、美文等。”

“我们把现有的作业形式进
一步改良，设计有针对性、个性
化、有创意的作业。”梅村实小校
长张学良说。学校老师学习了
《中国作业的革命》有所感有所
悟，设计的作业精炼，其中定制
导学单有利于老师精准施教。

个性化作业，家长反响不一

对不少家长来说，家庭作
业是一场长期、艰苦的“战
役”。“有些家庭作业变成了‘家
长作业’，费时费钱不说还做不
好。孩子上幼儿园时一会儿要
求做灯笼，一会儿要拍创意视
频……上小学后这类作业少
了，不过老师一句‘自主练习’
搞得我们晕头转向，给孩子挑
什么样的练习册，做哪些题目，
做多少题目合适，我们哪里清
楚。”一位一年级学生家长吐槽
道。

因此，学校设置分层作业、
定制作业大受家长欢迎。东林
小学一位学生家长赞道：“用学
校的作业练习，老师让家长不
要管不要教，我心里有底，辅导
压力小了很多。”梅村实小五年
级学生黄浩翔的母亲介绍，孩
子在项目式作业中获益匪浅。
上学期的语文课上老师教了苏
轼的一首诗后布置了在规定时

间内查阅资料了解作者，最终
形成一份思维导图。黄浩翔查
阅了许多资料后把苏轼作为自
己的偶像，还大量诵读了各类
宋词。今年暑假他在全国古诗
文诵读比赛中获得中年级组冠
军。“老师日常针对孩子情况布
置作业，外加创意类作业，让孩
子有了更多时间发展兴趣。”黄
浩翔妈妈说。

并不是所有家长对分层作
业、定制作业买账。一位家长对
选做作业表示不理解，反问道：

“多练习不是学得更扎实吗？”我
市一所小学老师介绍，即便明确
作业选做，但收上来的练习册全
做的不少，这种现象在低年级学
生中比较普遍。“有孩子委屈巴
巴地告诉我，父母一定要让他全
部完成。”这位老师说，“还有家
长非要让孩子做能力达不到的
题目，孩子不会就一遍遍教，做
到十点多钟。”

“作业革命”中诸多困惑待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