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3 卷 第 3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Vol. 33  No.3 
2011 年 5 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May  2011 

 

                               
收稿日期：2011-01-10 

作者简介：方丽君（1973－），女，浙江宁海人，中学一级，主要研究方向：中小学思政教学。E-mail：flj4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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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思想品德课作业设计时应注意的“三度”，即设计作业注意“梯度”、“广度”和“参

与度”，来实现思想品德课作业设计的“三再”目标，即帮助学生进行“再感悟”，实现内容的“再拓展”，

有利于学生的“再实践”，以提高初中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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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设计是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实施素质教

育、进行课程改革的重要载体。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下，

作业常常是教师用来巩固与检验学生知识的手段，因此，

往往是教师布置、学生完成的被动式活动。这样的作业，

形式单一、答案绝对，重视结果而忽视了过程。在新课

程理念下，作业不仅仅是一种巩固与检验学生知识的手

段，还应是拓展学习空间、体验学习过程，促进学生情

感、态度、价值观升华的有效途径。

为了凸显思想品德作业的个性，所以它的设计必须

注意“三度”，即“梯度”“广度”和“参与度”，实现

让学生经历一个“再感悟，再拓展，再实践”的过程，

允许学生张扬自己的个性，认可学生自主精神，主张学

生的自由创新，使学生思想品德形成过程的内在结构发

生变化，通过内外的交流互动而起到积极有效的教育作

用，以提高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作业设计必须要有“梯度”——尊重学

生的差异性，帮助学生“再感悟” 
新课程标准规定：“在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主动探索社会现实与自我成长的问题，通过调查、

讨论、访谈等活动，在合作和分享中丰富、扩展自己的

经验，不断激发道德学习的愿望，提升自我成长的需求。”
[注 1]13所以思想品德作业既要有统一目的、统一要求，又

要“因材”施“作”。作业设计时要注意“梯度”，使

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都能较好地参与完成作业，享受到

作为作业主人的快乐。如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将作业设

计成难易有别的A、B、C等层次，以小组为单位，在小

组内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进行分层作业；同时教师可在

“作业超市”里多为学生提供充满趣味的、形式多样的

“自助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选择不同

层次的题目完成；在作业的完成上，可由学生自主完成，

也可让学生合作完成。这种有梯度性地设计和布置作业，

真正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对作业的排斥心理，在轻松和谐

的氛围中自觉完成，能使每个学生通过不同程度、不同

量的作业练习各有收获，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如笔

者在教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经济制度》后，针对这一

块涉及的经济常识多且抽象的特点。对班级中不同层次

的学生，设计了不同要求的作业：对A层的学生，我就

设计和布置了一些通过翻书就能找到答案的简单类型的

作业，比如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组

成部分、非公有制的组成部分等，让他们掌握最基本的

知识；对B层学生笔者设计和布置了相对难度大的比较

题，要求他们在熟悉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能结合所学知

识进行比较、归纳与分析，比如从形式、原因、地位、

作用及政策等方面比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

C层的学生，笔者设计和布置了一些既要联系知识，又

要结合实际，难度大的题目，如宁波国际服装博览会的

成功举办，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样有梯度地分层设计和布置作业，使不同层次、

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较好地完成各自的学习任务，有利

于培养学生自信心和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从而实现有效学习。 

二、作业设计要有“广度”——体现生活化
理念，实现课程资源“再拓展” 

新课程标准规定：“要面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开发和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

围绕学生在生活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理解和掌

握社会生活的要求和规范，提高社会适应能力。”[1]13因

此，教师在设计布置课外作业时，就要注意“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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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重视学生的信息搜集能力的培养。平时让学生看看电

视，听听新闻，并定期进行反馈、交流，可布置写一些

新闻报道之类内容的体会的作业，采用看、听、问、写

等形式来完成自己的作业。 
这里所提到的“看”指的是要观察生活，做到“眼

观天下”，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听”指的是倾听生

活，“耳听八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培养敏锐的反应能力和快捷的思维判断能力；而“问”

指的是针对看到的、听到的信息，思考、消化后提出自

己的疑问，唯有所思，才能提升自己；而“写”指的是

把自己所看、所闻、疑惑的东西写下来，从而培养与发

展“观察、感受、体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能力，初

步培养交往与沟通的能力。”[1]3如初中学生关注社会的

能力、分析判断能力逐渐在增强，教师可以这样设计和

布置作业：让学生平时关注国内外重大时政和发生在身

边一些事，要求每天在本子上写一至两条新闻，然后对

此做简单评论，并在每天上课前用 3-5 分钟时间让 1—2
位学生到讲台前发言。遇到重大事件时，可进行全班性

进行讨论，如国内道德新闻“我爸是李刚”“感动中国

十大人物”等，国际新闻“朝韩冲突”“气候大会”等。

也可以根据所展示的一段材料，让学生展开想象，构建

新的想象，编故事或写一段话，培养了学生观察、思辨、

判断、分析、表达及写作能力。如八年级思想品德下册

《财产属于谁》作业设计时，可以采用今日说法的形式

出示：丁先生用 600 元钱买了张心仪已久的演唱会门票，

不慎遗落在家门口，被邻居阿伟拾得，转手以原价卖给

了不知情的小赵。丁先生得知后，想要回门票，可是阿

伟和小赵均不同意，丁先生非常生气……然后让学生续

写故事：接下去，丁先生可能会采取哪些方法？ 
通过看、问、听、写等形式来设计作业，注意要面

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开发和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

验，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围绕学生在生活实际中存在

的问题，既可开拓学生思维，又可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社会生活的要求和规范，从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三、作业设计必须注意“参与度”——彰显

学生主体性，促进学生“再实践”。 
新课程标准规定：“不断创造条件，促进学生的道

德行为实践，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感悟和理解社会的

思想道德价值要求，逐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良好行为

习惯。”[1]13所以，思想品德课程不宜刻意追求知识的

系统性和完整性，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作业设计要关注学生生活领域，让学生在熟悉的日

常生活中汲取营养，注重实践探究，强调把书本上的知

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了解“我与他人、我与社会、我与

自然”的道德规范。达到真正地学以致用。所以要求学

生主动参与，并且参与度越大越好。完成作业时的具体

形式可以采用“做、议、评、选”等。 
首先让学生亲身体验——自己“做”。比如有些单元

学完后可以指导学生运用课本知识，动手编小报，由学

生自己亲任主编，这样不但符合他们的思维特点，而且

能加深对所学知识的感受，更是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

以适应不断发展的需要；其次发动学生积极地“议”。因

为每个人的知识水平、心理状况不同，得出的答案也不

同，这就需要讨论，学生们在相互的交流与讨论中，不

断增长知识，提高思辨及表达能力；最后“评”与“选”

可以同时进行。在“评”中“选”出优胜者，给予张榜

公布，这有利于激励学生的学习动力。如思想品德八年

级上册第一单元《相亲相爱一家人》作业设计：给学生

发一张“慈孝作业——温馨一刻”表格，完成三方面的

内容：用相机拍下给父母做事的照片；由学生填写爱的

宣言；父母给孩子爱的回应。收集表格，然后以小组的

形式把作业张贴在 TC 板上，在班级进行评比，由学生

选出最佳的作业，然后在全校进行展示。总而言之，要

使学生在具体的活动中，理论才能与实践结合，真正达

到学以致用。 
通过此种类型设计作业，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

参与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一种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设计的过程中注意把握“三再”和“三度”，

可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阅读

视野，从而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使学生在生活中应用思

想品德理论知识并形成综合能力，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

道德素养，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教师不能

满足和停留于传统的作业布置，要巧妙地运用策略设计

尽可能多的新式作业类型，顺应教学改革的潮流，融入

新的理念，为生机盎然的思想品德新课程改革尽善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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