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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交互，四级联动”构建作业管理体系

重庆市武隆区第二实验小学  
杨小娟

作业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领域之一，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载体。2021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其中对中小学生作业提出了“十条要求”，以

指导各学校在“双减”政策下有效实施作业管理工作。面对新的挑战和

机遇，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贯彻落实“双减”政策，我校以“学校、

教科处、教研组、班级”这四级形成联动机制，努力构建作业管理体系，

严格落实作业的学习功能和育人功能，让作业回归育人原点，充分体现

素质教育导向，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一、双线交互
“双减”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减作业的“量”，关键是提升作业的“质”。

为了保障作业减量不减质，学校整体架构规划纵横双线体系，为夯实作

业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纵线，即构建作业设计纵向指导体系，由课题组、教研组整体推进

并落实作业管理中的指导、研究、设计环节。横线，建立作业管理横向

监测体系，具体分为学校、教科处、教研组、班级四个层面，落实作业

管理、报备、监测、公示、检查环节，做到严格监管、科学执行、及时

反馈，突出责任到人，明确各个环节工作目标和责任主体，积极推动减

量增效，实现学校闭环式作业管理。

二、四级联动
一级——学校：统筹规划、顶层设计、系统推进
健全的制度是落实“双减”工作和作业管理的保障。在实施过程中，

为系统推进学校作业管理，成立了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作业管理领导

小组，主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推进整个管理过程的系统化和全面性、

科学性。一是依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给全体教师做好政策解读，通过家长会以及学校公众号平台向家长和

社会做好宣传与引导。二是多渠道搭建学习平台，组织教师学习作业改

革相关前沿理念，切实改变教师们以往的作业观，让教师们重新认识作

业的育人功能，从心底接受作业改革、乐于作业改革。三是为优化作业

设计和布置设置刚性约束，建立《作业管理办法》《教师教学常规及“双

减”工作考核方案》《作业布置及批改要求》等制度，调控作业结构，

确保作业难度、数量与质量科学合理。

二级——教科处：专题培训、核心引领、督导跟进
新一轮课改之下，作业改革势在必行。教科处作为主管科室，主要

从“为什么改革？”“如何改革？”“改革得怎样？”这几个关键点着

手引领和督导。

教科处集学校骨干力量，借外校经验，针对作业的设计、布置以及

管理开展专题培训。每期开展一次以上关于作业管理的经验交流，每年

搭建一次外校平台，请山东燕柳小学等名校的专家团队给教师们传金送

宝、指点迷津。教师们在交流学习中快速提升了对作业改革的认识，找

到了作业管理的方向。

学科类作业是作业管理的重点。每学期开学初，教科处修订作业督

查细则，并向教师们提出限时、限量、创新作业等方面的要求，然后每

周、每月、每期开展作业精细管理。一是每天抽查各班的作业公示情况，

每周检查各教研组的周前作业公示。二是每月对班级各学科作业的布置、

批改情况进行过程性检查，并进行定性评价，指导教师们进一步规范与

优化。三是每学期对作业进行量性评分，纳入教师教学常规。同时，教

科处每学年组织开展一次优秀作业展评活动，进一步营造规范作业、优

化作业的校园氛围。

在以往的作业布置中，大家习惯以考试学科为主，智育作业偏多，

体育、劳动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很少。《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布置学生独立或合作完成、与家长共同完成的体育家庭

作业等，促进学生经常锻炼、刻苦练习，逐渐培养学生的体育锻炼习惯，

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促进学生更好地形成

核心素养。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努力构建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为新时期劳动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

方向，也明确了“五育并举”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紧随改革

步伐，我校还对各年级、各班的体育作业、劳动作业加强了管理。根据

各年级学生年龄特点以及课标精神，设计制作了各年级的体育作业手册

和劳动作业手册。学生人手一册，每天根据作业手册的任务内容完成体

育锻炼作业、劳动实践作业，并对完成情况进行记录。同时，采用抽查

和普查相结合的形式，每个月对班级的体育、劳动作业进行检查，并将

检查情况纳入班级考评，以促进体育作业、劳动作业的有效实施。

三级——教研组：教研驱动、择班实践、重整优化
核心素养要落地，作业质量的关键还在于设计与研发。多数教师关

注的往往是布置作业，而不是设计作业。鉴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我校以

教研组和课题组这两股坚实力量构建起作业设计体系。教研组利用周前

备课，研讨每课时的作业设计，包括基础作业和弹性作业，弹性作业又

涵盖实践作业、游戏作业、表达作业等类型。每学期以教研组为单位开

展一次作业专题研讨和一次作业设计微讲座。

课题组积极申报作业设计课题，组建研究团队，以科研力量带动学

校作业设计在容量、难度、形式等方面良性发展。比如，数学作业设计

课题组研发了“快乐作业 123”，作业层次包括基础类作业、提高类作业、

综合类作业，作业形式除了常规的作业形式外，减少了机械重复类练习，

增加了“画数学、说数学、做数学”等素养类作业，让学生在“画加减

乘除、画等积转换、说解题思路、讲数学故事、做生活规划、做数学实验”

等作业中，逐步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

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课题组研发出的作业模板及模式，

首先在相关实验班级尝试运用，研究团队结合运用中的反馈情况再次修

订重整学科作业设计 ，然后建立学校学科作业题库，形成资源共享，推

动全校作业的优化设计与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