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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育人导向

学校要深刻认识作业的教
育功能，准确把握作业管理的
价值导向，把作业作为提高质
量的关键领域、减负增效的重
要环节、改善生态的主要阵
地。作业设计要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要遵循作业的发展性价
值，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切实
发挥作业在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巩固学科知识、培养高阶思
维、发掘个人潜力、形成优秀品
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控制作业总量

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
间，保证学生有足够的锻炼、
睡眠时间。小学一、二年级不
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学校可在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的前提下，
针对性安排校内巩固练习；小
学其他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
成时间每天不超过60分钟；
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
每天不超过90分钟。周末、
寒暑假、法定节假日也要控制
布置书面作业时间总量。倡
导学校开展“无作业日”探索。

创新作业设计

遵循课程标准，精准分析
学情，精心作业设计，精选作
业内容，系统选编、合理改编、
自主创编作业，注重作业的层
次性和趣味性、自主性和探究
性、实践性和创新性。丰富和
创新作业形式，加强德育实
践、科学探究、体育锻炼、艺术
欣赏、社会与劳动等非书面作
业设计。鼓励设计切合学生
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的
弹性作业、个性化作业和跨学
科综合性作业。杜绝重复性、
机械性、惩罚性作业。

优化作业实施

作业布置以帮助学生达
成学习目标为原则，不得超越
课程标准、超越学习进度布置
作业。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
设置分层作业，提供给学生自

主选择。严禁给家长布置或
变相布置作业。充分利用课
堂教学和课后服务时间进行
作业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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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对于
多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作业的学生，教师应有针对性
帮助其分析原因，加强学业辅
导，提出改进策略，如有必要
可调整作业内容和作业量。

规范作业批改

严格遵循“有布置必批
改”原则，做到书面作业全批
全改，不得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和学生自批自改作业。倡导
教师面批面改，有效地进行个
别辅导和激励性评价。对于
开放性、探究性、实践性作业
或长时间作业，可采用作品展
评、展示交流、讨论分享等多
样化方式进行作业展示，激励
和引导学生高质量完成作业。

重视作业讲评

严格遵循“有批改必讲评”
原则，及时反馈和评讲作业，做
到精准分析学情，适时调整教
学策略。提高作业评讲有效性
及针对性，做到共性问题全班
评讲，个性问题个别指导。督
促学生养成及时纠错的良好习
惯，有效发挥作业对于教学的
反馈、诊断和促进功能。

发挥教研职能

教研部门要分学科研制
作业设计与实施等业务方
案。要定期对减轻作业负担、
作业管理创新、作业研究落实
等情况开展调研。要指导中
小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
（期）专题校本研修，加强作业
课题研究，开展作业项目建
设，进行作业现场研讨，发布
研究成果推广成功经验。

加强教师培训

教研部门、师训部门将作
业管理、作业设计与实施的培

训列入当前工作任务，每学期
至少组织一次（期）区域专题
教研培训活动，指导学科教师
掌握各类作业设计、实施与评
价的方法技术。师资部门把
作业设计、实施与命题能力作
为考核优秀教师的一项重要
内容。

推动资源共建

教研部门、教育信息化部
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组
织骨干教师研发与教材和课
程标准相配套的练习，建立区
域学科作业资源库，推动优质
作业资源共建共享。要积极
指导学校建立优质作业资源
库，供学科教师借鉴使用。

改革考试命题

稳步推进考试命题改革，
构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考试
内容体系。不出偏题、怪题、超
过课程标准的难题，改变相对
固化的试题形式，加强情境设
计，注重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增
强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探
究性试题。以此引导和改进作
业的设计与实施，减少死记硬
背和机械刷题现象，切实减轻
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区域整体推进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及
省、市作业管理的规定和要求，
并结合区域实际制定作业管理
办法。要指导学校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实施作业管理的“一校
一案”。开展作业总量和质量
区域监测，将作业管理情况纳
入对学校的综合评价。

学校狠抓落实

学校建立作业公示制度，
在校内醒目位置或通过信息
化平台做好作业公示；建立情
况反馈制度，畅通作业的反映
渠道，监督学校制度执行；建
立作业质量统筹制度，年级主
任要会同备课组长统筹年级
周作业计划，班主任要会同任
课老师统筹好班级每天作业，
控制总量和时长。实施作业

管理查评制度，强化对作业的
检查和考评，并将作业管理纳
入教师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规范学科培训

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
禁校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生留
作业，严禁超纲教学、提前教学
和应试灌输等不良行为，严禁
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
考试和各种竞赛排名，切实避
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注重家校共育

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
育观念，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
体责任，了解孩子的作业情况
并督促孩子回家后主动完成
学校布置的作业；对于经努力
后在就寝时间仍未完成作业
的孩子，家长应督促其按时就
寝不熬夜，确保充足睡眠；引
导孩子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
劳动、激励孩子坚持进行感兴
趣的体育锻炼和社会实践，不
额外布置其他家庭作业；营造
良好的家庭育人氛围，合理安
排孩子课余生活，根据孩子的
个性特长、成长规律和发展需
求进行生涯指导，引导孩子自
我规划、自主发展。

组织专项督导

教育督导部门要将作业
管理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督
导工作，认真做好督导计划与
安排，形成针对作业管理的常
态化督导机制。加强对作业
管理的全方位督导，及时跟进
反馈和指导改进，切实规范学
校的办学行为。

做好宣传引导

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
舆论和导向作用，积极宣传
关于学生作业管理的政策要
求和育人导向，努力营造良
好的作业生态。要注重典型
引领，通过召开现场交流会
和媒体集中报道等方式，广
泛推广各地各校作业管理的
成功做法和典型经验，促进
区域和学校整体发展。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每天不超过90分钟

无锡出台加强作业管理指导意见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

间每天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每天不超过90分钟，不得超
越课程标准、超越学习进度，杜绝重复性、机械性、惩罚性作业，有布置必批改有
批改必讲评……

日前，无锡市教育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指导
意见》，从控制作业总量、创新作业设计、优化作业实施、规范作业批改等16个方
面对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提出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