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学年第一学期徐浦小学数学教研组工作总结

本学期为积极响应落实“五项管理”和“双减”政策，保证教学质量，进一

步加强徐浦数学教研组作业布置的规范性，保障作业质量，推动数学学科减负增

效，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我组本学期工作如下。

一、 学情与教情分析

我校生源外来务工子女占比高，由于家庭原因，父母忙于生计，父母文化水

平普遍偏低，并且对学习不够重视。因此在学习上，完全依靠学生自身自觉努力

和学校教师课堂教授以及校内课余时间的补缺补差。为积极响应落实“五项管理”

和“双减”政策，且基于我校实际学情，我数学教研组对书本教材上的练习以及

教材配套练习册进行研究。

我们一致认为数学书上的练习是配合数学例题进行设计，能起到夯实基础巩

固新知的作用，完全符合且适用于我校学情。而练习册上的 A级、B级练习则很

好的体现了分层目标。

同时为达到适当提升基础的目标，我数学教研组根据一周的教学内容，设

计了周练卷。周练卷中的练习亦基于课程标准，立足单元，立足于学情，围绕夯

实学生学习基础而设计并在周练卷上设置对应教学目标如:

并考虑到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能力，保质保量，将各类型作业进行符合实际

的分层。

二、 数学作业内容设计安排及实施

（1）数学作业设计与分层安排：

簿本 作业内容 分层作业措施

低年段

（一、二年级）

教材配套口算本 基础运算练习

1、有能力的学生 1 分钟 8

道口算。

2、能力较弱的 1 分钟 4 道

口算。

教材配套练习册 课后练习
B 级题学生根据自己能力

选择完成。

教材数学书 课后练习 随班就读学生免做



中、高年段

（三到五年级）

周练卷
基础练习

分层练习

主观题课根据学生自己情

况选择完成。

教材配套练习册 课后练习
B 级题学生根据自己能力

选择完成。

教材数学书 课后练习 随班就读学生免做

（2）数学作业内容设计安排与布置

作业内容 作业布置安排 作业来源 备注

数学书 课堂巩固练习

配套教材
1、2年级有视算本

3、4、5年级无视算本
数学练习册

B级题为课堂提升练习

A级题为课后练习

视算本 结合教学进度校内完成

周练卷 一周一练
教师设计

会根据每届学生学情，

进行调整修改单元卷 一单元一练

我们认真研究教材，把握单元教学的任务和要求、重点，合理安排作业的内

容结构、认知水平结构、难度结构和类型结构等，体现作业设计的整体性、稳定

性与层次性，落实教学评一致性。

（3）作业批改要求

作业内容 作业批改要求 作业批改对应目标 作业批改样例

数学书

数学练习册

视算本

周练卷

单元卷

逐提批改，不打大勾。 作业批改规范

有批阅日期

有订正批阅日期。

按时回收作业，及

时批改，杜绝要求

家长代为批改作业

订正用△符号批改。
书写工整

作业批改规范



批改有等第、评语等。 及时评价

三、 合理布置作业量

（1）确保作业总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回家作业。

（2）3到 5年级数学回家书面作业控制在 20 分钟内。

（3）如有综合类电子作业如查阅资料等，应对学生进行正确使用网络、注意用

眼卫生教育，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内。

四、精准教研，促进教师成长，提高教学质量

本学期我们数学组开展了两次依据数据的精准教研活动。分别从教材内容统

整和练习设计统整的角度出发，设计有效的课堂教学和课堂练习。都获得了区级

教研员的肯定。具体内容如下：

教研主题 研讨流程 参与人员

基于数据，精准定位复

习课，提升教学品质

宗罡、沈琰

婕、陈文伟、

费怿莹、陈

天贞

从数据分析追根溯源到

练习统整

金缘、朱璋

璐、曹稀茜、

蒋燕云、陈

天贞

在研讨过程中，形成鲜明的教研研究路径，为“双减”后，保障我校教学品

质有了初探和方向。

教研研究路径



四、 不足以及改进措施

1、作业设计的不足：

（1）过于强调仿题操作而忽略了应有的实用性：在新课改下的小学数学教学开

展的过程中，作为知识点强化的有力武器，很多教师为了突出教材上例题的重要

性，从而通过变形的形式来对各种与教材例题相关的内容进行“模仿”战术的奋战。

然而在实践教学背景下，学生在这种“模仿”战的作用下变得十分被动，他们的数

学逻辑思维不得不被固化、从而在一个局限性且充满重复的作业中无法脱身，自

身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更是无从谈起。

（2）缺少吸引力的作业题目导致重复性机械验算：新课改下的小学数学不仅是

对各类数学公式的温习与计算，同时也应当融入一定程度的猜想、推理、观察和

动手能力提升，一旦这个阶段的数学作业无法从教材理论中挣脱出来，那么仅凭

对于知识点的强化记忆、机械记忆将很难提升学生整体的创新思考能力，对于其

动手实践水平而言更是百害而无一利，至于良好的学习习惯更是无法在短时间内

养成。

（3）数学作业过于统一、缺少针对性：小学阶段的学生们由于发育水平、逻辑

思维能力以及大脑逻辑思维能力的不同，从而导致了每一名学生对于同一个问题

的理解各不尽然，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小学数学作业依旧通过千人一面的方式来进

行应用，那么很难符合新课改下的教学本质规律。从而经常出现同一个题目，对

于“学困生”而言会“吃不了”、对于“学优生”而言则是“不够吃”。最终导

致了两个极端的学习兴趣下降。

2、改进措施：

（1）将作业设计与真实生活紧密相连： 新课改下的数学作业设计必须要与实

际生活紧密相关，从单一、枯燥的数学演算、教材仿做中挣脱出来，通过更加生

动、形象的作业设计来挖掘出数学的内在奥妙。例如在进行长方形面积计算的过

程中，教师便可以要求学生们通过对家里的桌子、椅子甚至电脑屏幕的面积进行

计算，以此来实现数学作业设计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目标。

（2）强调作业方式的多样性：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引导因素，小学阶段的数学

作业设计要强调内容的丰富性与多元性，通过口头报告、游戏训练、父母亲子数

学活动的方式来实现数学知识体系的贯彻与落实，最终实现作业的多样性发展。



（3）强调对学生需求的层次化设计：在布置作业的过程中数学教师还应当充分

的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认知水平的不同，以分层作业设计的方式来进行课后

练习。对于一些数学基础好、接受能力强的学生，教师要适当的增加作业难度，

以此来为后续的数学学习提供支撑；面对一些学习成绩相对较低的学生，则是要

通过选择一些难度适中的题目来帮助他们对一些基础的数学概念进行练习，只有

这样的教学手段才能够确保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得到提升、体验到学习的快乐。

（4）重视作业评价的影响力：建议数学教师在进行作业评判的过程中，通过借

助简短而精确的语言来肯定学生的进步，同时也要卓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意见来，

让每一名同学都能够感受到数学作业的评价就像是一位老朋友编写的小“秘

密”，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上激发他们对于数学

作业评价接纳的热情。

我们将继续不断改进，努力成为一支成熟的数学教师队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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