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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数学作为高考重点考核的科目，在整个高中生涯的教学课程中占有重大比例，对于高中生来说数学的每一点提高都能为高考成

绩的做出最好的铺垫，但是高中课业繁重，每门课程的任务又很多很杂，能够真正让数学学习占据的时间除了有限的课堂时间之外就只有课

后作业能够反映学生们对于知识的掌握情况。因此对于高中数学教师而言，课后作业就是最能及时反映出学生当前学习水平以及自己授课质

量的标准，而得知学生们的短板之后也能及时查漏补缺，对学生们的成绩提高有非常显著的助力。本文就数学课后作业批改及时反馈策略的

有效性作出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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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性理论 

高中学生更加讲求知识的系统化，要将知识有结构的建立一个体系，

而这就需要发展有效教学，所谓教学的有效性就是指从质量、水平、评

价和时间上来讲都是高效并且生本教育为主的教育方式，才能最大程度

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传统教学转化为探究式教学，使单个教学

转变成合作式教学，才能保证其稳定高效的学习效率，在新课改的前提

下，实现课后作业批改的有效性，便成了广大教师需要追求的目标。 

2 高中数学作业有效性差的原因 

2.1 作业量多大，学生负担过重 

在传统教学理念中，为了巩固学习成果，强化新知识的掌握习惯运

用题海战术进行发福训练，以提高学生对于数学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以及

提升答题的速度，然而在现今高中学生们本身就有种类繁多的学科知识

需要学习，过多的作业会给学生们带来过大的心理负担，甚至诱发学生

厌学心理。因此对于作业数量的控制教师心中需要有个度量衡，不能一

味夸大作业的效果，而忽略了面对海量数学题目时学生会产生的疲倦心

理，而过多的作业也会侵占学生的休息时间，对之后学生的身心发展都

会造成不良影响。 

2.2 课后作业难度分布不均，学生完成率低 

课后作业是对课堂知识的加强和补充，教师如果不能准确了解授课

的难度系数，就会将题目设置的过于高，从而使得作业完成的人数少，

降低作业的有效性。作业的布置应该与课堂知识相融合，目前高中数学

作业的难度偏大，对基础性知识的演练不足，因此容易影响到作业的完

成率，不但耗费更多时间，过难的题目也打击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3 作业安排千篇一律，缺乏针对性 

目前高中布置作业普遍是一个班级一种作业设置，但需要知道班上

学生程度良莠不齐，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也各有不同，为了发展新课改

的生本教育，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就需要教师对于学生们的作业进行

分类。一方面可以避免难度过高的题目打击程度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会觉得作业过于简单没有挑战性，

而失去学习兴趣。为了开展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针对不同成绩的学生

布置不同的作业才是最优选的方式。 

3 提升高中数学课后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3.1 合理设置作业题目 

要想提高数学课后作业的有效性，那么首先就必须要重新配置数学

作业分布的，使其具有合理性。首先先要设计出相对应的方案，比如高

一数学中集合与函数是相隔的两个章节，但是集合相对简单就可以快速

掠过，作业的占比也不需要很多，而函数会骤然增加难度，因此函数部

分基础性题目要稍微多布置一些，再加上少部分函数较难的题去充盈，

这样在夯实基础的同时还可以均衡难度系数。加之函数是高考的重点部

分，在后续的提升题目中还需要适量增加难度，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学

习模式，以提高数学学习的效率。 

3.2 课后作业布置侧重因材施教 

学生对于每个科目每个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

教学中教师们应该重视每位同学不同的学习程度，做到因材施教。小组

合作学习是最适合的方式，可以依据成绩分组，之后按照不同的程度设

计作业题目，成绩优异的可以设置较难的有针对性的题目，而成绩较差

的则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考点部分的强化。 

比如高一的直线与方程部分学习，成绩较好的就可以侧重于直线方

程，较差的就可以放慢脚步先从直线的倾斜角和斜率慢慢递进。因材施

教，才能保证学生在数学学习中整体有效性的提高。 

3.3 改变作业批改和讲评的形式 

高中正式学生们迈入成年的开始，因此对于教师当面的评价作业还

是会有些抵触情绪，但是如果开展了小组合作学习那么就是由学生自己

来进行批改和讲评，不仅能够在批改过程中再次确认知识点，还能讲评

过程中增加学生们彼此之间的良好沟通，创造一个稳定的学习氛围，发

挥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 

以高二统计为例，小组讨论的思考辩题课本上《相关关系的强与弱》，

就可以以此为题延伸讨论，最后组内品鉴出最合理的解释，充分发挥学

生对知识探求的热忱。 

4 结语 

数学是一门精深并且有着一定逻辑门槛的学科，高中数学作为整个

数学学习阶段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对未来的数学学习，以及教育程度

的迈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再加之高中学科分类多、课时时间少等问题存

在，课堂时间和课后时间的有效利用，就成了唯一能够提升学习效率的

经济会。因此如何提升学习数学的学习效率就成了高中数学学习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措施就是提升课后作业的有效性，使作业

真正成为知识掌握的试金石，成为磨炼解体技能的磨刀石，成为学习数

学知识的有效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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