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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对于作业的完成情况是教师了解其学习状况的主要途径。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需要让学生完成课本或练习册上的习题，而随

着互联网技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进一步应用，教师也需要对小学数学作业展开优化。从而让学生做作业时能够获得更多收获，帮助其更好

地完成数学学习任务。本文主要分析如何合理地进行应用在线作业，有效促进混合式作业在小学生数学学习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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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普及，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如果能够将这类技术应用到优化小学数学作业的过程中对提高小学生的

数学学习效率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互联网背景下，教师布置作业

时应注意作业的多元化，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展示自我

的机会和渠道。教师在布置作业时把传统作业与在线作业相结合，以练

习、观察、调查、小试验等不同的面目出现；结合在线网络的强大功能，

实现教师“轻松教”，学生“轻松学”的目标。  

1 在线混合式布置作业，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层次

的学生的学习需要  

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个

体差异。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很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指教

师要先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的进行有差别的教学，

使每个学生都扬长避短，获得 佳发展。布置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

作业，改变了“一刀切”现状。线下布置基础的、与考试题型想相近的

作业，巩固每天的学习内容。老师再在一起作业这一在线作业平台上选

择一定量，不同层次的题目，让学生自由选择其中的 5 到 8 题完成，这

样的混合式作业大大满足学生多样化需要，也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学生的

学习需要，将作业落到实处，使作业真正起到巩固拓展的作用。  

2 课始 10 分钟讲评线上作业，让混合式作业省时又高效  

在以往，老師会对数学作业进行“全收全改”，以杜绝 “懒虫”的

侥幸心理，促使学生基本上都能完成数学家庭作业，同时老师在批改过

程中也能清楚知道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有计划地安排下一节课的学习

内容。但是“全收全改”，不但花费老师大量的时间，削减了备课及课

外辅导时间，而且“全收全改”工作量大，老师很难做到精批细改。做

错的题目老师也没有时间逐个为孩子们讲解。再有就是高年级的一些“多

解题”的多种解题方法得不到交流，每个同学只是局限于自己个人的思

维，其方法是否好？是否巧？没有比较，也就得不到及时的总结提升。

而线上的作业 大的优点就是及时反馈孩子们的完成作业情况，因为一

起作业在后台直接收集并分析数据。通过平台的数据分析，老师非常清

晰全班的软肋在哪里？学生的普遍错误有哪些？反映了什么问题？某个

学生为什么同类题目错成一片？课始 10 分钟老师讲评线上作业，根据数

据分析有对性地讲评错题，在讲评一题多解的题目时，让孩子踊跃展示、

分享自己的想法，使孩子在思维的碰撞下学会选择 优的方法。这样通

过简短的 10 分钟讲评，简单的对答案，稍难的题目有同学间的讨论交流，

难的题目有老师思维的引导，同学之间的交流，既把作业的知识点简单

梳理一遍，又解了同学对难题、错题的困惑，使线上作业真正起到巩固

知识的作用。同时，老师有可以根据大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

的内容、教学策略和手段，使课堂教学更有效。这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混合式作业，省时又高效！  

3 多元的作业方式，有效提高学生对作业的兴趣和作业完成的

质量  

互联网作业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既能够保证学生得到必要的作业训

练，还能够通过更多元的作业方式高效提高学习质量。在线作业平台的把

知识点通过游戏、闯关等形式呈现，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兴趣，线下作业

则能注重学生动笔的能力，两者的相互配合、共同用力，让学生在“玩”

中学，在学中“玩”，有效提高学生对作业的兴趣和作业完成的质量。  

4 灵活的作业时间，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就数学科而言，每天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作业量大约 30 分钟，

作业量并不多。但是，几科作业量加起来就很多，部分学生完成起来很

吃力，教师必须要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安排完成。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

续，是对课堂学习知识进行巩固的一个措施，是教师了解学生和检查教

学效果的一个窗口。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一定要在哪

个时间段完成。因此，线下的作业早上布置好，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灵活利用课间、中午等等这些时间，没必要一定要等到语文、英

语一起布置。把作业全堆在一起，学生反而觉得作业多，有消极对待作

业的情绪，作业的质量自然就大打折扣。线上的作业完成时间比较灵活，

因为要用到手机等电子产品完成，老师提前布置，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抽

空完成即可。线上作业完成后平台马上显示完成的时间，正确率，教师

根据平台给出的数据展示和表扬按时按质完成作业的同学，大大调动了

学生完成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 结语  

作业是数学学习中不可缺少的环节，然而传统的数学作业模式中却

仍存在诸多问题。“互联网+”背景下对小学数学作业进行优化需要掌握

一定的技巧，要找出学生不愿意做作业的原因，制定相应的措施激发其

积极性，进而让数学作业在学生学习效率提高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上文中笔者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究，希望对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的

优化落实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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