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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双减”，教师应侧重考虑在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同时，促进学业质量

提升，这对作业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香港语文教师遵从“课程指引”（类似

“课程标准”）的理念，强调以语文素养培育、价值观教育和感受——欣赏——

创作的读写结合模式，开发具有实践性、探究性、趣味性、收获感的作业。项目

式节日作业充分观照教材课文的特性，结合即将到来的节日，突破“学写生字”

“理解内容”的局限，引导学生展开研究性、实践性学习，在体验研究的乐趣和

成功的同时，注重祖国文化的传承教育；绘本式成语作业着力开发成语的深刻内

涵，组织学生通过创编、表达成语故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语言表达”与

“思想熏陶”结合在一起，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创作热情和对中文学习的热爱；

拓展式读写作业通过自主寻找课外读本，挖掘读写训练点，研发习题类型和内容，

制作专项读写训练小册子，引导学生经历“阅读理解——初步尝试——当堂反馈

——修改优化——笔记整理——再次提升”的过程，助力教师业务水平和学生语

文素养提升。香港小学语文教师在作业设计方面的创造力启示我们在“双减”中，

注重创设学习空间，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究和独立思考的机会，让他们学会不同的

学习方法和策略，在实践中构建新知识和掌握能力，打好终身学习的基础。 

 

【正文】 

随着“双减”政策的逐步落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早已成为全体教

师的共识。家庭作业作为学习的一部分，如何更为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业素养，

同样引发教师的深度思考。《可见的学习》一书经研究得出数据：“相比不做家

庭作业的学生水平，规定要做家庭作业的学生的平均成就水平要高出 62%。”不

难看出，作业本就是学生学习成长的一部分，教师应着力于如何设计与优化。在

香港，小学语文教师就善于通过设计作业引导学生探究，其作业类型的丰富性、



 

作业活动的趣味性、指导探究的实效性，对“双减”的实施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香港语文作业设计的基本理念 

 

我们常说，每一种教学行为的背后，必然要有一定的理念支撑。同样的，香

港教师在进行作业设计时，能参照《课程指引》要求，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自

觉吃透课程要求，极大地发挥出主动性，让作业也多姿多彩起来。在香港，语文

教学的主要依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于素养观。香港实行“两文三语”（中文、英文和汉语、英语、粤语）

的学习，因此，语文学科被精确定位为“中国语文”。《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小

一至小六）》中，将学科的学习内容确定为九个范畴，分别是：阅读、写作、聆

听、说话、文学、中华文化、品德情意、思维、语文自学。很明显，除了前四项

听说读写基本训练外，文学、文化也属于语文教学的方面，而且，在培养语文能

力方面，最终指向能让学生形成自学的能力。基于这样的要求，作业的设计也就

围绕着语文素养展开。 

 

2.立足于课改观。香港同样也在进行着课程改革，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课改

的方向。近年来，课程主要更新要点中，最核心的在于强调价值观教育，包括德

育、公民教育和“基本法”教育，具体体现在要求突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

习，加强中国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与教，增强对祖国和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鼓励通过跨学科进行语文学习，推广 STEM 和新科技资讯的运用，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可以说，这些更新重点也是课改的重点，成了作业设计重要的依

据。 

 

3.立足于读写观。阅读与写作，始终是任何母语教学最为关注的要点。由于

香港小学语文教材版本多，所以，更重视由课内延伸到课外阅读，借助名家名篇

展开学习。阅读，强调感受品味文字的愉悦经验，欣赏语言文字之美，在理解作

品内容的同时，感悟情感和思想。在欣赏玩味作品的基础上，发现表达的方法，

进而尝试进行创作。感受——欣赏——创作，构成了香港小学语文界读写结合的

基本模式，也给教师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拓展空间，各所学校都能充分利用文学作



 

品设计读写作业，可谓精彩纷呈。 

 

二、香港特色小学语文作业举隅 

 

（一）项目式节日作业 

这里的节日，特指中国传统节日。每逢节日，正是学生最为愉快的日子，需

要布置作业么？香港教师却因地制宜，抓住节日的内涵，在特殊的节点引导学生

开展研究实践，让节日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例 1：元宵节作业 

 

1.元宵节快到了，请用环保材料设计一盏别具特色的花灯，参加花灯设计比

赛。胜出的作品，将于元宵节当日展出。 

 

2.在元宵节，会有猜灯谜的习俗。每逢正月十五元宵夜，将灯谜写在花灯上，

就有了许多人共同参与的赏花灯、猜灯谜游戏。请你自行搜寻或创作一个灯谜，

张贴在你制作的花灯上，让大家在元宵节当日猜一猜。动一动脑筋吧 

 

【设计背景】 

香港《我爱学语文》版本教材，二年级上册专门以“猜谜语”为专题设置了

一个单元。该单元有两篇课文，一篇为《猜字谜》，讲述了明四大才子猜字谜的

故事；一篇为《猜物谜》，讲述爸爸和孩子们一起玩猜物谜的游戏。两篇课文均

通过故事传递猜谜语的方法，表达中华语言文字的情趣。这一单元教学结束后，

恰逢学生放寒假，教师结合教材内容，围绕元宵节这特定的节日，设计了这一节

日作业。 

 

 

 

 

 



 

 

【作业实施】 

步骤一，查阅资料，了解元宵节（重点在元宵节的由来和元宵节的习俗）课

堂进行交流；步骤二，设计花灯，推出个人的主题花灯（强调使用环保材料）；

步骤三，收集生活中的谜语，结合课文内容，尝试猜出谜底；步骤四，鼓励自行

创作一个谜语，张贴于花灯内；步骤五，班级举办灯谜展示会，投票选出最佳谜

语并颁奖。 

 

【思考与启发】 

为帮助学生完成好这份作业，香港教师将其设计成了项目化的系列活动。从

主题上看，紧扣“元宵节”这一特定的节日，由此延伸出“制花灯”和“灯谜会”

两大部分内容；从过程上看，通过活动、展示、评选等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其

中，好看的花灯和好玩的谜语，共同组成了节日美好的元素；从目的上看，强调

动手动脑，无论是制作一盏花灯，还是编撰一条谜语，都需要仔细琢磨，教师认

真梳理学生完成作业中出现的问题，并有意加以指点，可以明显看出学生的作品

在不断地完善和提升，项目化的节日作业给孩子带来了研究的乐趣和成功的体验，

也回应了课改中注重祖国文化传承的教育。 

 

其实，这一作业的产生源自教材。课本中，只不过两篇与猜谜语有关的叙述

性文章，如果作为课文仅仅停留于“学写生字”“理解内容”，不免浪费了宝贵

的教学资源。教师充分考虑到课文的特性，结合即将到来的节日，引导展开研究

性、实践性的学习。其中，教师也同样关注语文素养，侧重于引导学生收集谜语

过程中，去发现谜面的特点以及与谜面谜底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尝试创作谜语，

再加上灯谜会和最佳谜语的评选，学生创作谜语的热情高涨。来自教材，联系生

活，拓展活动，获得实效，香港的元宵节作业带有鲜明的特点。 

 

 

 

 

 



 

 

（二）绘本式成语作业 

 

成语，是汉语特有的文字形式。成语的积累，不仅有助于丰富语言，还能感

受到汉语的韵味。在香港教师看来，如果学生仅仅从教材中学得成语，不免过于

狭隘了。于是，有意识拓展学生学习成语的机会，帮助学生去习得语言。 

 

例 2：制作成语口袋书 

学习了课文《刻舟求剑》，请从成语册中任选一个寓言成语，编一个故事来

说说你对成语的理解，用口袋书的形式画下来吧。 

 

【设计背景】 

香港每年的三年级和六年级都要进行全港质量检测，虽然学校可以自主决定

是否要参加三年级测试，但六年级的测试是无法回避的。同时，香港的小学语文

教材不下三十种，学校会自行决定选用哪一种版本。各校选用不同的教材，面对

统一的考试，光语言的积累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此，各所学校都会自行编写

成语册，帮助学生增强理解。但成语的积累需要活学活用，于是，自编成语口袋

书便应运而生了。 

 

【作业实施】 

一张 A4 纸，简单剪裁后即可制作一本 8 个页面（含正反面）的口袋书。理

解成语意思，用故事的形式描绘出来，让学生把自己的思考描画出来，也增添了

学习的乐趣。例如，一个小朋友绘制了作品《懒惰的小老虎》，对成语“守株待

兔”进行解释，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只小老虎长期依赖父母喂食，从不主

动学习捕猎技能，最终活活饿死，最后一个页面以点题的形式，揭示出“希望不

劳而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道理。连贯的故事，揭示的哲理，颇有绘本的神韵。 

 

 

 

 



 

 

【思考与启发】 

成语往往有深刻的内涵，为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老师尝试着组织学生编一

个小故事，并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既重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又注重引导语言的表达，学生普遍喜欢这种开动脑筋、有创意的练习。虽然学生

的书写和绘画都显得稚嫩，但教师都看重学生通过思考、创作而获得收获，引导

发挥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学习落到了实处，这是让“学习真正地发

生”；整个故事完全符合成语的要求，图文结合也极其生动有趣。创编故事包含

了语言表达、思维创意、主题思想等要素，再让学生用简单的图画表达，以口袋

书的形式呈现，成为了小学生稚嫩却有趣、简单却丰富的独特绘本，语文与美术

学科之间整合显得有效。教师有意识地将“语言表达”与“思想熏陶”结合在一

起，在一定场合展示学生的口袋书，又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创作的热情，推

进了学生对中文学习的热爱。 

 

（三）拓展式读写作业 

 

语文教学中，阅读与写作的重要意义无需多言，香港也不例外。但是，香港

的教师并不过多纠缠于教材内的课文教学，而是更青睐于自主寻找课外读本，挖

掘出相关的读写训练点，自行设计研发习题类型和内容，制作成专项的读写训练

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作业，一个学期少则七八份，多达十几份，每一份包含“课

外文本”“信息提炼”“关键解说”“片段练习”“课堂评议”“作品创作”等

部分，教师对拓展的作业不仅想得深，而且做得细、抓得牢，成为作业设计的一

道靓丽风景 

 

例 3：阅读童话故事，认识叙述故事的手法 

 

阅读课外文本《神秘的眼睛》（冰波）及绘本《当乃平遇上乃萍》，根据老

师的提示完成阅读理解，学会叙述的方法尝试写作。 

 

【设计背景】 



 

六年级的学生面临着全港统一测试，这成绩关乎对学校的评价，也关系到下

一届学生升学时优校给定的名额数，所以，老师绝不敢掉以轻心。为了让学生更

具有竞争力，老师都会想尽办法让学生得到更为全面的训练。对此，香港老师的

普遍做法是：借助课外文本，传递读写知识，增加学生阅读理解的深度，并尝试

以文本为范本运用写作方法。《神秘的眼睛》讲述山的两边，一个瘸腿男生和一

个盲女孩之间的故事，两个本无交集的人物，同步在发生着一些事情，两条叙事

线索的同步推进，分别从两人的视角展开，是这篇文章运用的叙述方法，也是本

文的显著特点，再加上语言优美、情感细腻，自然成为教师进行课外读写指导的

补充教材。《当乃平遇上乃萍》的故事，同样有乃平母亲、乃萍父亲、乃平与乃

萍四个不同人物的视角，则是通过链接进一步体验叙述的方法。 

 

【作业实施】 

步骤一，整体设计：由于篇幅的缘故，教师将文本《神秘的眼睛》划分成若

干部分，从阅读理解和写作指导两个方面确定课时；步骤二，印制手册：把文本

设计成读写手册，包含阅读的文本片段、需要思考的习题、提炼的写作方法、教

师的总结提升等方面，设计好并印制人手一份，课堂教学时发放给学生；步骤三，

教学实施：按照手册分课时指导，让学生从阅读、习作两个方面得到提升。 

 

【思考与启发】 

在香港老师看来，要提升语文素养，学生决不能只读手头拥有的教材，应该

扩大阅读的面，增加阅读的深度。因此，设计拓展式的读写作业，成了一种教学

常态。但这也极考验香港教师的综合水准，一是要有广泛的阅读基础，能为学生

找到适合的课外读本；二要有敏锐的语文感知，能迅速地发现文本的训练价值；

三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从设计作业到印制成册，从个人思考到组内研讨，全是

教师的主动行为。而对学生而言，拓展的读写作业具有和新鲜感和陌生化的特点，

在教师的细致分析中，经历了“阅读理解——初步尝试——当堂反馈——修改优

化——笔记整理——再次提升”的过程，又有了收获感，这样的作业更有吸引力。

一份读写作业，就是完整的一份练习册；一个学期设计出一定数量的读写册子，

就形成了独特的读写校本课程，无论是教师的业务水平还是学生的语文素养，都

在不断地提高中。 



 

 

不得不叹服香港小学语文教师在作业设计方面的创造力，一方面，由于香港

教育局鼓励教师灵活使用教材，发挥特长积极寻找各种资源，让教师迸发出无限

的潜力和活力；另一方面，由于香港语文课堂的高课时数，也让教师有充裕的时

间扎扎实实地进行创意训练。且引用《课程指引》中“语文建议学习重点”的一

句话进行总结，或许更值我们结合“双减”去思考、回味—— 

 

多创设学习空间，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究和独立思考的机会，让他们学会不同

的学习方法和策略，从实践中构建新知识和掌握能力，打好终身学习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