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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4/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67_294015.htm 教师的练习辅助行为具

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练习内容的确定不应该始终停留在

教师布置作业、学生被动练习的阶段，而应当从布置统一的

作业，到针对不同的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提供基础级、发

展级等不同层次的作业让学生选择），到规定必要作业量，

作业内容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自己确定，再到

作业内容、作业量均由学生自己确定，逐步放手，最终达成

自主练习的目标。教师布置作业时要注意几点。（1）作业的

针对性，针对学生知识、技能、学习的重点、难点，能力形

成中的薄弱环节，容易发生差错的地方布置作业，作必要的

诊断分析。练习设计意图明确，切忌含糊不清，盲目布置。

（2）作业的应用性，将现实问题、日常生活问题引进课堂，

促使学生学会运用书本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学以致用。（3）

作业的迁移性，创设新的问题情境，提供一定的变式，帮助

学生克服已有的思维定势，举一反三，触类旁通。（4）作业

的适度性，作业难度要贴近儿童的“最近发展区”，数量要

适宜，让学生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完成作业，家庭作业量要适

中。各科作业适当分散。（5）作业的开放性，提供学生自由

表达的时空，而非导向唯一标准答案的机械训练。作业常规

的建立作业常规包括几点。（1）独立思考，认真完成作业，

集中注意力，而不是抄袭作业，编凑答案，先看别人怎么做

，然后依样画葫芦。（2）认真读题、审题，理解题意，弄清

题目要求、涉及范围、所提供的条件，反复推敲提问的方式



、角度、限制性条件、解答的重点等。理清思路，联系相关

知识背景，然后作答，力求一次性正确，不为了赶时间而匆

忙作答。（3）按教材或教师的示例格式作答，规范表述，反

映解题的过程，写出关键性步骤。遵循有关格式规定，与拓

宽解题思路并不矛盾。（4）仔细复查、验算，发现错误，及

时订正，并反思为什么出差错，总结教训，将错误作必要的

整理、归类、集中分析，采取措施，避免同样的错误重复出

现。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这是教师作为学生作业

辅助者的重要责职。在作业常规的建立上，教师要严而有度

，持之以恒，方能见效。作业过程的巡视与作业批改学生做

作业时，教师扫视全班学生独立作业情况，为有问题的学生

提供个别帮助，不要轻易打断全班学生的思路，作集中讲解

。让学生将思考过程中的错误暴露出来，这对于改进后续的

教与学是件好事。有经验的教师要求学生“出声地想”，边

做边说出脑海中闪现的每一个念头，这样来搜集关于学生思

维过程的信息，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对学生作业可以

全批全改，也可以重点批改，也可以只批不改（让学生自己

改）；或利用摄影、幻灯、黑板集体批改。要尽可能多地给

以面批，但绝不能既不批，也不改。实行同桌批改、小组批

改代替不了教师的批改，因为教师必须直接从学生作业中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必要的作业评讲，作为后续教学活

动的起点。否则，师生有效的教学互动就会中断，而出现大

量无效的教学行为，如对学生已经掌握的东西还在做大量的

重复教学，学生作业中出现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所以有

作业布置，就要有作业批改，而且批改还必须及时，最好当

天作业，当天批改。打着教改的旗号，不批阅学生作业是要



不得的。学生作业中有错误是正常的，什么差错也没有，可

能意味着教学的成功，也可能意味着教学的起点太低，作业

要求偏低，这绝不是什么成功的教学。大多数学生出现差错

，出现相类似的错误，这可能与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特点有

关，也可能是教师的教学不当、辅导失误造成的。学生已经

形成的日常概念占优势，与科学概念出现矛盾，一时不能理

解科学概念，可以允许不同概念的暂时并存。教师强迫学生

硬是用科学概念去取代日常概念，就有可能造成机械学习。

少数学生出现差错，并且错误出人意料之外，这可能意味着

这些学生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或许蕴含着创新的成分，教

师可以通过面谈，探询其作业方式、思维过程，弄清为什么

，而不要漫不经心，轻易放过。有些学生作业中的错误多次

重复出现，教师对此也要有耐心。学生已经形成的不良作业

习性、思维定势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教师要多从自身角度

寻找原因，多从学生作业的错误中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课堂教学临床指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