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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一直以来，作业给学生带来的不是学有所进的欣喜，而是苦不堪言的负担
。
同时，教师也常常为作业的布置和批改而心烦气恼、疲惫不堪。
　　怎样让学生由“消极应付”变为“主动参与”，成为作业的主人，让教师从繁重的批批改改中解
脱出来，让作业成为师生的开心事？
　　本书作者在推出《作业的革命》一书之后，又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小学作业布置、查收和批改的
技巧，掀起了新一轮的“作业革命”。
书中生动活泼的案例与深入浅出的分析，定能让你对作业有新的认识：原来，让学生爱上作业并不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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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春生　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小学语文教师，副校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长期从事小学生学习策略、小学课堂教学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小学作业改革方面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探索。
2007年4月出版《作业的革命》，以其深远的教育意义和创新的教学实践，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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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寻根”                                       　“一分钟小小演讲”                                　日记                                              　为什
么学生觉得日记难写？
                         　教学生寻找日记话题                                　启发学生的表达意愿                                　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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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本上的QQ表情                                 　带着微笑欣赏吧！
                                    　启发学生学会思考与鉴赏                              　带着主观倾向性批改也无妨                          
　“优米”的故事                                     　话题共振批作文                                     　启动学生“二次表达”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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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时学生叫苦怎么办？
                           　学生为什么会抄作业？
                                　骂不出来好作业                                      　罚学生抄作业到底对不对？
                           　作业本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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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好作业交响曲中的“休止符”                        　“聪明的小手指”                                    　记录做
作业花费的时间                                　“那就罚你抄一篇美文吧！
”                         　学生抄“课课通”怎么办？
                         　怎么上作业指导课？
                                　100个学生的班，作业怎么管？
                     　争取家长的积极配合                                　开放式作业管理                                    第五章　改革作
业                                       　创建以“展示与分享”为核心的作业文化               　教师为什么不愿意写作业批
语？
                      　能否用行政手段推行“作业的革命”？
                   　小学作业研究指南                                    　作业的发展趋势                                    　为我“打工”的
多元智能                             　“学生”不是孩子的全部                             　和学生一起成长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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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文课文自学作业项目选例　　学生根据“课文预习指南”进行语文课文的预习（我称之为“课
文自学”），一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将预习做得有声有色。
　　我的学生这样评价道：　　（这样的）预习作业是为我们量身订做的，那些栏目简明易懂又不失
幽默，总能反映出我们天真的童心，让我们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预习本成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从不觉得预习作业是个负担，反而觉得写起来很轻松、有趣。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有特色的自学项目。
　　　　★ “我读懂了”　　自学课文时，对于学生偶尔遇到的一些暂时不懂的地方，他们通过反复
阅读，或是参考一些资料，会渐渐明白或是感悟出来——“我读懂了”。
　　学生 “我读懂了” 的认识过程是很可贵的，但也是稍纵即逝的。
最容易失去的是阅读的热情，因为学生在家做作业的时候没有机会和别人讲述自己的心得，看过就算
了。
再一个失去的就是文字表达训练的机会，因为能够想出来是一回事，而能说出来或写出来又是另一回
事。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将做家庭作业时的读书心得写下来，然后以“文”会友。
　　怎样引导学生将“我读懂了”这样的内在语言活动在作业本上呈现出来呢？
“要求”学生写，一定很枯燥。
所以，我就利用学生喜欢表现自己的心理，顺势鼓励他们：如果读懂了，就在作业本上写写，在课堂
上我们再比比看谁更会读书，谁读懂的地方多，懂得更深刻！
　　　　★ “浮想联翩”　　即在阅读课文时，学生对某些句段有所联想或感触，就把所思所感及时
写下来。
因为没有篇幅、格式以及话语褒贬色彩等限制，想到多少就写多少，十分自由，所以，就称之为“浮
想联翩”。
　　“浮想联翩”的前身是很多教师所熟悉的“句段点评”、“佳句赏析”等，古已有之，谓之“批
注”、“评注”。
所以，这本身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阅读习惯的养成训练模式。
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我发现学生并不能顺利地学会和使用批注或点评。
很多教师这时候一般会采取示范法，向学生细致地介绍批注的形式、内容类型和语言技巧，希望学生
能有所借鉴，逐渐熟练掌握。
但是，新的问题又会随之而来——批注内容比较简单，语句概念化严重。
阅读本身是一种建立在每个人自身的生活阅历和态度认识之上的认知活动，在每个人的眼里，文章都
是不同的，每个人在阅读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受。
所以，点评不是最重要的，叙写自己阅读时的感受和即时见解才是值得一做的事情。
教师要做的是先让学生当好 “读者”，而不是急着训练他们当文学评论家。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在教学生批注、点评的同时，还会鼓励学生自由书写阅读体会。
　　下面来看几则“浮想联翩”的例子：　　（1）杜雨同学读《长江之歌》（苏教版国标本《小学
语文》六年级下册）第一段。
　　课文句段：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　　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浮想联翩：作者笔下的长江气势磅礴，却又不失慈母对儿女无微不至的呵护之情，刚柔相济。
这样的长江才值得我们用笔去赞颂。
那一个“挽”字更是扣人心弦，令这平凡的一句立刻栩栩如生，真是神来之笔。
　　　　（2）刘文佳同学读《三亚落日》（苏教版国标本《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二段。
　　课文句段：海滩上玉屑银末般的细沙，金灿灿、亮闪闪的，软软地暖暖地搔着人们的脚板，谁都
想捏一捏、团一团，将它揉成韧韧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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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想联翩：在海滩上，黄黄的沙子在灿烂的阳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要是在夏天，我光着脚丫
在沙滩上散步，被这软软的沙子一弄，脚丫立刻就麻麻的，很舒服。
这个时候，会突发奇想，把金灿灿的沙子和成面，能不能做成面条呢？
　　　　（3）骆翎云同学读《三亚落日》（苏教版国标本《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四段。
　　课文句段：夕阳也渐渐地收敛了光芒，变得温和起来，像一只光焰柔和的大红灯笼，悬在海与天
的边缘。
兴许是悬得太久的缘故，只见它慢慢地下沉，刚一挨到海面，又平稳地停住了。
它似乎借助了大海的支撑，再一次任性地在这张硕大无朋的床面上顽皮地蹦跳。
　　浮想联翩：这一段把太阳形象地拟人化，十分生动，给人一种温柔、可爱的感觉。
好像摄影中的慢镜头，在柔柔、悠悠的阳光下，是那样惬意与美好！
文章语言起伏，笔调优美，带动我们的阅读兴趣。
　　　　这些点评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学生读写能力的提升。
像上面这样比较精彩的点评，在班上虽然不多，但时不时会出现，总能让我不断收获惊喜。
　　　　★ “与作者聊聊天”　　先来看一个学生（常梦可同学）的作业。
　　相应课文：《长江之歌》（苏教版国标本《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　　作业名称：与作者聊聊
天　　主持人： 大家好，我们《过来聊聊》节目好久没有播出了。
今天我们采访一下《长江之歌》的作者胡宏伟先生。
掌声欢迎！
　　主持人： 您好，胡宏伟先生！
　　胡宏伟： 大家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 我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胡宏伟： 好，我就喜欢您这样的人。
　　主持人： 您写《长江之歌》是在什么地方？
　　胡宏伟： 我当时是在欣赏长江的美丽景色。
后来诗兴大发⋯⋯　　主持人： 那您为什么说长江“能挽起高山大海”？
　　胡宏伟： 这是因为长江的气势磅礴，足以挽起高山大海。
　　主持人： 请问，您为什么（没有直接表白，而是）把思想感情都包含在诗　　句里？
　　胡宏伟：　这算您问对了。
在这首诗里，有我对长江无限的崇敬。
我觉得读　　书（或是观察），只要用心就能发现。
　　主持人：　谢谢您的配合。
下期再见。
　　胡宏伟：　下期再见。
　　　　是不是仿佛置身于电视节目的访谈现场？
虽然上述访谈写得并不完美，还很稚嫩，但是，对话中的招呼语言亲切，话题方向也很明确，从话语
之中还可以品味出对话双方的个性特点。
这些都是要学生自己结合课文来揣摩的。
比如假设胡宏伟先生是个直爽而具才情的人，依据是什么呢？
当然是课文本身——《长江之歌》读来深情而豪迈，不会是出自一个哀怨婉约的人之手。
由诗句去揣摩作者的情怀，这不是读诗读文章或是品赏作品的至高境界吗？
在小学阶段虽然没有必要教学生做这些，但是，在教学中渗透一些，不也是一件美事吗？
　　再比如另一个学生（杜雨同学）的“与作者聊聊天”。
　　相应课文：《三亚落日》（苏教版国标本《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　　尊敬的作者，您的《三
亚落日》很是简练，不繁琐，也不奢华——单刀直入，开门见山。
第一段稍稍吊人胃口，一句“一点也不比日出逊色”让我们笃定要读下去，一探究竟。
接下来可谓是字字珠玑，让人不得不叹。
每个环节都足够美、壮丽、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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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运用了诸多文学技巧，使得文章呈现出纪录片般的真切。
最后一句中的“哦”看似平常却最值得推敲，因为这一字是对“美”的感叹，不可或缺。
　　　　你看，题目虽小，却集中了剧本创作、口语交际、情节想象以及阅读赏析等多种阅读与表达
方式的练习，一举多得，还很生动，学生同样乐在其中。
　　　　★ “语文QQ”　　以上几个作业项目都是学生自己在自主学习本上安排的，是语文阅读自
主作业指南中的可选项目。
之前，我发现学生读书不够细致，更不会潜心揣摩语言文字。
为了引导学生主动、细致地读好课文，必须创造一个机制，让学生和课文进行知识和情感的碰撞。
很自然地，我想到了QQ，正是这类网络即时通讯工具让人们的交流更加便捷，我何不仿照QQ聊天的
模式，把学生和课文作者、文中人物作为好友加入到课文学习圈里来呢？
于是，我设计了一种阅读项目作业——“语文QQ”。
 “语文QQ”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和主人公说说话”，二是“与作者聊聊天”，学生在学习课文时
，可以自主选择一个角度和角色，写成一篇小作业。
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虚拟对话，促进学生深入研读课文，适当关联课外，达到理解与表达的同步训练。
　　实践证明，这样的QQ还真有效，学生选做时，也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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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偶然读到刘老师关于作业的著述，我颇有得遇知音之感。
他提出的“趣动”与“可爱”，其实是对学习主体——儿童的尊重与关怀。
在那些“作业”的背后，我分明看到了刘老师微笑的目光，听到了孩子们朗朗的笑声。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教师，著名特级教师，儿童阅读推广人　周益民　　不论是“布置作业”
中分门别类的作业设计范例，还是“批改作业”中蕴含的智慧与别具匠心，都让我颇有收获。
用爱心打底的文字读起来让人感觉格外亲切，我相信让教师受益的书籍，最终真正受益的将是我们的
学生。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教师，南京市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　贾　卉　　刘老师的《让学生爱上作
业》系统展示了他的作业研究新成果，落根不同课型，聚焦真实问题，给出清楚抓手，让作业活动“
有趣而为，汇融趣动”，搭建起师生情感交流的桥梁。
我一读再读，深受启发，迫不及待地想带着这些新思路走进我的课堂。
　　——重庆市巴蜀小学语文教师，全国“十佳”班主任　田冰冰　　如何给学生的课业“减负”？
如果只是在作业数量上做减法，则治标不治本；让学生爱上作业，甚至做完后意犹未尽，这才是真正
的减负。
刘老师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了我们让学生爱上作业的妙招。
如果你也在为作业而烦恼，读一读这本书吧，你一定会从中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江西南昌县莲塘第三小学教师、教导主任　万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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