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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最大效率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是教育界研讨的热点和焦点。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学校应管理

好作业的下放权，这样能增强教师创新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能高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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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老师布置作业，学生完成作业似乎成了定律一样在人们

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学生不能主宰作业布置的权利，否则就是越权，就

是“ 大逆不道”，就是对学校管理的严重“ 挑衅”。这些说法像一张张

血喷大嘴一样吞噬了那些妄图敢动“ 高压线” 的思想和行为。但是，

学生被动的接受作业，会失去自我参与学习的自觉性，会束缚他们学习

的主动性，会导致学生对老师依赖性的加强，长此以往很难开发他们的

创造性思维，无利于他们的探索与发现。这样抹杀学生个性的教育不利

于他们的健康成长，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学校在常规管理方面存在着

漏洞。             

1 创新作业管理 

暑假开学以来，按照学校的安排，我负责学校四个班的道德与法治

教学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我认真备课，积极查阅资料，备课本及课本

上密密麻麻的写满零碎的知识点，上课更是从头到尾全身心“ 灌输” 知

识，唯恐漏下丝毫要点学生不能掌握。作业是落实教学活动实效的重要

手段，在作业布置上我更是马虎不得。为了强化所学知识，落实学校作

业布置的老师自主性制度，我硬性规定学生每天必须出一份 300－400

字的道德与法治复习学案，另外还有教材跟踪同步检测一份。第二天我

利用空闲时间亲自检查作业，完不成的责令加罚被同学们称为“ 道德与

法治一日思” 的反思笔记，直至作业能及时完成为止。道德与法治学习

包括练习作业，我全权“ 插手” 运作，我为学生规划好了一幅“ 美丽

的蓝图”，学生只能囿于道德与法治圈子里踯躅行进，“做作业就是学道

德与法治”，学生每天疲于应付，作业就像一座座高山一样压得学生喘不

过气来。学生对学习道德与法治的兴趣降低， 后出现了学生抄袭作业，

请人代做作业，甚至出现了厌学的现象。 

2 班级“作业”放手 

班级管理方面，我班学生李某，上课走神，心不在焉，不喜欢开每

周一次的班会，有时开会竞趴在课桌上睡觉。了解到他这种厌会心理后，

我剖析自己班级管理的各环节，发现在班级作业“周记” 方面存在不足，

若不及时采取措施会导致对班会教育效果的全面“破产” 。我决定从班

会的基本环节－每周作业“周记” 入手整顿会风。那天班会后，我以朋

友的身份与该生谈心。敞开心扉，无拘无束的朋友身份构建了和谐交流

的平台。他坦诚的告诉我每周“周记”不能“一视同仁”，“周记” 质量

不高，字数多，缺乏创新性，学生普遍存在应付现象。了解到这些情况

后，我决定“ 放长线，钓大鱼”，全权让他去布置班级“周记”，接受同

学们的监督和约束。他积极性特高，自己深入同学中去接受大家的好意

见或好办法，仔细揣摩，反复筛选，“周记” 布置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深受学生的好评。他以前“厌会”的现象也“荡然无存” ，他也变成了

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的班会也成了学生的 爱。 

为了活跃班级气氛，配合学校举行的“红枫”艺术节，班级也陆续

开展了各种庆祝活动。活动是什么内容，开展什么活动，有什么具体的

班级作业安排。为此我也放手给了全体班干部。他们呢，敢于发挥自我

主动性，开展了绘画、声乐、书法、朗诵等比赛活动，各项活动搞得有

条不紊，收效卓著。其中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学生梁琴，敢于锻炼自

己，竟然在辅导员老师的指导下，获得 佳主持奖和绘画优胜个人，他

们小组合作完成的作品《友谊图》获学校绘画组一等奖，并推荐参加县

级展评，孩子们从心坎里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感受到了友谊的可贵和

成功的喜悦，大家参与班集体活动的兴趣倍增。 

通过教育过程，我明白了：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只有用爱来呵

护孩子成长的每一步，温暖他们冰冷的心灵世界，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

世界，同时放手给孩子们，让孩子们敢于创新活动，在活动中让他们找

回自信，在各种活动中激发其兴趣，在兴趣中使她们学会求知，学会合

作，学会转变自己，做一个自信成功的佼佼者。 

3 作业权下发的深刻意义 

作业权的下放有助于学生主动性的调动和个性的张扬。学生做自己

的作业，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定程度上，学生做作业

的积极性会变得空前的高涨，而分层作业的布置会使知识掌握的针对性

强，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便于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作业权的下放融洽了师生间的关系，有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老师讲授疑难知识点，学生布置自己的作业，教与学互动性强，在教学

的过程中无形的融洽了师生的关系。同时注重动脑、动手、动口的能力

训练。这样作业不再单调，变得新鲜有趣味了，也激发了孩子们求知与

探索的欲望，培养了孩子们的综合能力。    

创新作业布置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抓好作业布置的权利

下放关，让学生积极参与到作业这一重要环节中来，让我们老师来下放

作业权，把作业布置权交给学生，变“ 要我学” 为“ 我要学”，这样

学生能根据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来灵活的布置作业，有利于他们的主动

探究和主动学习，使学生真正做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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