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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之路的重要选择: 问题型作业模式
◆ 王嘉毅 程岭

［摘 要］“减负”的重要目的在于减少机械性的作业量，让学生把有限的时间、精力与现有的思维水

平、练习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高水平的练习当中去。实践证明，“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作业模式是效果优良的作业模式。这是一种合作型的作业模式，能够着力培养学生在社

会性和个体性上的实践技能，同时也体现了阶段化、层次化、多元化和公平化等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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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础教育中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老大

难问题。研究表明，学生负担过重在于 “一些学

校的教师深谙囚徒困境的博弈原理”，他们在实践

中采取了“换汤不换药”的应对策略，［1］或者“在

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调控政策模棱两可，使

得教师在操作中依然故我”［2］。这都是外在的原

因，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作业模式没能让学生在完

成适当的作业量使其知能水平达到应有的水准，

随之又造成了学生对学习、考试和升学的压力和

焦虑。假若作业水平得到了应有的提高，那么这

些问题将不再是大众怨声载道的 “负担”。如此，

就把问题的焦点指向了作业质量。故此，本研究

提出了在减负道路上实施问题型作业模式的教学

策略。

一、问题型作业概念辨析

受艾宾豪斯 ( H. Ebbinghaus) 记忆理论的影

响，很多教师潜移默化地认为，只要墨守成规地

增加作业量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成绩。如此，

行为主义的作业模式就成为了教师的思维惯习和

致胜法宝。故此，改革作业模式就成了提高作业

效能、减轻作业负担的根本选择。
( 一) 问题型作业的定义及主要模式

问题型作业是指一种以协作性、阶段性和过

程性为基本特征，以 “提问—回答”为基本程序

的作业 类 型。其 主 要 有 两 种 形 式。一 是 课 后 型

( 或称文本型、独立型) 。在课后，首先由学生甲

提出一个与所学知识相关的、有价值意义的问题;

然后教师 ( 或班委) 加以审查 ( 恰当性、难度、
深度等) ，如果比较合适，随后随机抽取或分组安

排学生乙作答 ( 甲和乙都要各自设计问题和回答

问题) ; 最后由学习组织对整个过程进行评价，并

记录备案。二是课堂型 ( 或称擂台型、集体型) 。
在课堂上，首先由学习小组甲提出一个问题，然

后在组织安排下 ( 或自发地) 由小组乙作答; 最

后，在教师指导下，学习组织对整个过程作以评

价，并记录备案。
教育是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和个体化养成的活

动。之所以把问题型作业模式分作两类，既是时

间被客观上分割了的缘故，又有着力点不同的原

因———可以分别训练学生在个性化和社会化上的

素养。当然在课后型作业中也能够体现社会化的

特点，在课堂型作业中也可以体现个性化，只不

过时间段和侧重点不同而已。
课后问题型作业与传统作业基本相同，只是

第一步的操作是提出问题，并且在作业中还要求

呈现出“先行组织者”——— “所学知识和以前知

识的联系”等内容。第二步是学习组织检查作业，

检查其是否完成 ( 或是否抄袭) ，并检查其价值观

念、逻辑、深度、难度、新颖度等是否合适 ( 不

合适要重做) 。第三步，安排其他学生作答。第四

步，总体评价，并记录备案。基本原则是求质不

求量 ( 1 ～ 2 个问题会让学生有充分的思考和完成

时间) ，并能对所学知识进行全面的、透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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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构。
对于课堂问题型作业，首先是时间分配，教

师在备课时要把课堂时间预设成 “教的时间”和

“习的时间”。 “教的时间”一般由教师来主导

( 学生也可以参与其中) ， “习的时间”是练习时

间即课堂作业时间。在时间分配上要根据年级、
学科类别区别对待: 一般来说，年级较低和实践

性较强的科目，其作业时间应长一些。其次是人

员分配，教师应根据班级人数把学生分成由 4 ～ 8
人组成的阶段性稳定的学习小组，并设定组长和

纪律委员，原则是依据能力、兴趣、技能、活动

性的不同而合理搭配。然后是任务分配，每个小

组根据教师所分配的知识板块自行设计问题，并

努力解答其他小组的问题，此活动可以设计成问

题擂台的形式。最后，教师根据参与的情况给予

指导、调整和评价，并把活动情况记录备案。在

资源配置上，每个小组最好要有一面小黑板 ( 或

者在教室内多装几面黑板) ，条件优越的地方可以

配备电子白板、电脑和投影仪等设备，这样效果

会更佳。
( 二) 问题型作业与问题教学、问题学习的区

别与联系
问题型作业可以被看作希伯特 ( J. Hiebert) 等

人所研究的问题学习 ( Problem－Based Learning) 的

一部分，［3］这也与马赫穆托夫 ( M. N. Makhmutov)

等人所提出的问题教学存在着紧密联系。但二者也

有区别。一是关于教师角色，在问题教学中教师

处于主导地位，而在问题型作业中，教师主要以

评价者和指导者的身份出现，学生是主导。二是

问题作业是问题学习的一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

三个方面: 第一，问题型作业主要体现在 “习”
上，虽然间或有一定的“学”，但是主要以 “习”
为主; 第二，问题型作业的表现性比较明显，而

其他学习形式缺乏 理 论 思 考 之 后 的 表 现 性; 第

三，既然是作业，就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学生不

能随便选择放弃，而 其 他 学 习 类 型 的 强 制 性 比

较弱。
( 三) 实施问题型作业对教师提出的要求

尽管问题型作业是以学生为主导的作业模式，

但是教师的角色也不可或缺: 充满自信地扮演好

多元化的角色，如传授者、组织者、交流者、激

发者、管理者、革新者、咨询者、伦理者、领导

者等; 充分信任学生，并热情地对学生的表现充

满期待，因为研究表明，“只要给学生机会，许多

人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学生实际上能行”; ［4］在

精神层面上给学生以足够的支持，抓住学生的学

习兴趣，给学生足够的自由，提供积极反馈的环

境; 深邃的洞察力，观察并提醒学生的参与度，

洞察负面因素，尽早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总之，

教师要在工作中体现出更多的耐心、细心、诚心

和热心。
本研究的思想绝不是纸上谈兵，在国内外一

些教学名家的理论精髓中已经有所体现，只是没

有把作业部分特型化地单列出来，例如魏书生的

“六步教学法”、邱学华的 “尝试教学法”、江苏

东庐中 学 的 “讲 学 稿”模 式 以 及 美 国 萨 奇 曼

( Ｒ. Suchman) 、贝叶尔 ( B. K. Beyer) 关于学生提

问的研究等。当然，问题型作业与答案型作业并

不冲突，它们都属于多元化作业模式中的组成部

分。教师可以根据学科和学生特点灵活安排问题

型作业的次数。比如小学每周 1 次，初中每周 2
次，高中2 ～ 3次。如此次数虽然不多，但具有范

例性，可以起到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二、问题型作业的合理性及优势所在

( 一) 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开展教育活动是为了实现学生社会化和个性

化的养成，是为了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何为发展?

在一些教师的理论字典中发展是与不断地取得好

成绩划等号的，并认为好成绩的取得与机械、频

繁的作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这种以手工劳动

为主，以抄写和简单记忆为特征的作业模式会逐

渐使学生的发展路线不断偏离其应然的轨道，以

至于在一定阶段之后，不但使学生道德、情感和

知识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而且使学生的智力水

平日趋平庸。日益加重的答案式作业模式应该改

革，学生所需要的是以脑袋主导双手的，以设计

问题、探究问题为核心的，且与社会、情感和道

德价值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型作业模式。问题型作

业让学生从小就不断培养起问题意识，会利用所

学知识设计问题和提出问题，会与他人合作，并

个性化、多元化地解决问题。由于问题型作业的

操作步骤更多地来自于学生的自我设计和合作完

成，因此学生会较少地感觉到学习是一种受压迫

和受驱使的活动，更容易产生成就感和效能感，

更会产生较强烈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动机。
并且在合作中，学生的知识、技能、道德、情感、
审美和意志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故此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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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问题化的作业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
( 二) 使课堂回归本真

课堂是经由师生共同努力而建构起的一个合作

的、交融的生态时空。因此，本真的课堂理应包含

探究、合作、生发等活动。第斯多惠 ( F. Diesterweg)

说过: “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

人发现真理”，［5］本真的教学并不是单纯地教会学生

知识，而是培养学生运用知识思考并解决问题的

能力。在课堂中，学生参与的主要活动是学习，

其本质在于学习做事情，并且是通过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来做事情。在日常生活中，集体活动的

类型要远多于个体活动的类型。因此，作为抽象

化的生活类型，课堂也应呈现出社会生活的基本

面貌。作为课堂中的重要活动———课堂作业，理

应以集体活动为主，以独立思考为辅，而不是相

反。故而， “学习”乃 “先学而后习”，在 “学”
的时间段内，要以教师为主导，而在 “习”的时

间段内，应以学生为主导。而 “习”的活动就是

学生课堂练习、课堂作业的活动，就是在教师的

指导下结合所学、联系生活，辨识问题、发现问

题、分析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独 立 思 考 又 合 作 探

究、坚持真理又怀疑批判、资源共享又力争上游

的过程性活动。进一步来讲，课堂应是做作业的

标准时段，而课后只应是补充性的、特殊化的作

业时段。决不能把课 后 作 业 当 作 是 一 种 常 态 化

的、例行化的、不可或缺的实施模式。只要把课

堂作业高效地完成 了，就 不 必 要 再 布 置 课 后 作

业，这既是课堂的本真所在，又是教育减负的理

论所在。
( 三) 问题型作业的优势所在

问题型作业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合作性。其实，

与传统作业模式的答案性、独立性相比，问题型

的作业模式有着更多的实践优势。
1. 多元互动、携手合作、资源互补、规范自身

多元互动: 生生、师生、生组、组组等多元

化互动模式是问题型作业的基本模式。
携手合作: 课后问题型作业并不是以 “一问

一答”的简单博弈为操作范式的，学生间的信息

交流和知 识 反 馈 是 经 常 出 现 的，其 实 质 是 一 种

“变相”的反馈与交流; 课堂问题型作业的合作更

为普遍，在小组内部，在集体荣誉感的驱动下，

组员间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合作; 多元战略式发展

的动力会 让 小 组 之 间 在 物 质、精 神 层 面 上 趋 向

合作。
资源互补: 人员间合作的本质在于资源的共

享。在教学情景的刺激下，在自我效能感的驱动

下，学生会较容易展示出自己的优势和资源，这

些资源既有知识和能力层面的，又有精神和社会

层面的，如此一来，有效的资源会不断被挖掘出

来，资源和信息就可能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流通和

应用。
规范自身: 在自尊需要和情感需要的驱使下，

学生会慢慢地注意其态度、言语、体态、举止、
装扮、书写等多层面的外显表现，从而全面地严

格要求自己，这就是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

道理。
2. 活跃思维、体验高端、开发智慧、产出高效

活跃思维: 问题型作业模式是一种动态的作

业模式，往往会演变成思维的博弈、知识的竞赛

和辩论 的 擂 台。在 力 争 上 游、你 追 我 赶 的 气 氛

中，学生会 自 觉 地 集 中 精 神、开 动 大 脑、活 跃

思维。
体验高端: 在激越情景 ( 课堂) 和深思熟虑

( 课外) 的作业实践中，学生比较容易获得更多的

灵感，促发相谐相生的提高、相观而善的学习，

如此在价值展示和情感升华的过程中，高端体验

应该会油然而生。
开发智慧: 相互激励的环境最容易开发人的

思维，问题型作业为相互学习、相互激励创造了

条件; 同时，学生思考问题、发现问题、组织问

题、形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种开发智

慧的过程。
产出高 效: “独 学 而 无 友，则 孤 陋 而 寡 闻”，

合作型的作业比独立型的作业在效能上更具优势;

同时，个性化的表达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能激发起更强烈的学习动机和成就动机。
3. 及时反馈、赋权增能、互督互进、合作共赢

及时反馈: 传统的作业程序是车轮辐射状的，

所有的学生都等着教师的反馈。但是，教师必然

会在时间、空间和精力等客观情况上受到限制，

无法及时、仔细、全盘地对学生形成反馈。而问

题型作业之沟通机制的主要模式存在于同学之间，

他们年龄相近、时间规律、空间接近，沟通反馈

起来自然比较方便。
赋权增能: 问题型作业模式的实施是一种潜

在的赋权增能模式，因为学生可以比较自由地设

计问题、表达个性; 同时班级学习组织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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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让学生把自己的组织、合作潜能发挥出来，

这种自组织机制既可以对学生进行锻炼，又能减

轻教师的负担。
互督互进: 问题型作业模式的建立会在自组

织原理的驱动下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监督体系———
个人荣誉感会使学生形成自律的习惯，集体荣誉

感的形成也会磨砺出他律制度，形成一个相互监

督、相互学习的网状体系。
合作共赢: 库宁 ( J. Kounin) 发现 “课堂合

作能够 有 效 减 少 课 堂 问 题 的 发 生 率”，［6］ 勒 温

( K. Lewin) 也指出， “合作型的学习气氛比独立

型的有更好的产出”，［7］ 这共同表明了 合 作 就 是

共赢。

三、问题型作业模式的理论基础

问题型作业是一种综合型的作业模式，其理

论体系中蕴含了较多的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

的思想。下 面 即 对 一 些 较 明 显 的 理 论 进 行 总 结

阐释。
( 一) 自主、合作、探究理论

问题型作业是一种统分结合的作业模式，其

既包含有独立自主型的操作模式，又包含有小组

合作式的操作模式，对于问题的创设和解决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探究过程。
( 二) 怀疑、批判、建构理论

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疑而

后问”“于无疑处有疑”乃是问题型作业生成的

基本途径。同时，怀疑的过程又融合在反思、批

判、扬弃、重整的过程中，批判也是形成问题的

强大武器。怀疑和批判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旨

趣是形成有质量、有价值的建构，无论是情景型

的建构，还是支架型的建构，都会反映出学生思

维的厚度和深度，会反映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
方法的能力。
( 三) 组织、对话、协同理论

组织化是合作机制的基本准则，问题型作业

的模式有分工、有合作、有目标、有责任、有纪

律、有监督、有鼓励、有帮扶，这都是组织化的

体现。有组织就会有对话，问题型作业的一大动

力机制就在于对话，就在于相互启迪、学习、反

馈和生成。问题型作业是过程性的作业模式，其

会在无序与有序、混乱与平衡、竞争与合作、淘

汰与补充、分化与合成之间震荡生成，这都体现

了协同学的基本机理。

( 四) 多元、创造、掌握理论
问题的类型、学生的能力、组织的特色都蕴

含着多元思想的气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

程，既是反思、批判的过程，又是创造和建构的

过程，学生个性化的展示、多元化的呈现都是创

造性的体现。问题型作业的设计目的不在于让学

生在偏难繁旧上埋头苦干，而是基于个体的 “最

近发展区”，在形成掌握的层面上得到一般发展，

当然，此旨归不是自甘平庸的掌握，而是力争上

游的掌握。
( 五) 小先生制、系统论、程序化、最优化理论

问题型作业模式又是一种资源共享、交往合

作的互帮互学模式，同时，也可以设置 “学习带

头人”，进一步显示 “小先生”的能量。教学是

一种系统活动，问题型作业也是一种系统活动，

其有组织、有方法，有信息、有反馈，有动力机

制、有调控机制，有线性传输、有多元互动，如

此均体现了系统论的基本原理。问题型作业绝不

是大杂烩，其有步骤、有模式，有思考、有反馈，

有创造、有评价，有预习、有复习，有总结、有

记录，体现了程序化的机制。问题型作业优化了

人员、智慧、时间、空间、程序、资源，班级互

动、手脑并用、师生共鸣、多样生成，体现了最

优化的特征。

四、实施问题型作业模式要注意的教育原则

( 一) 阶段性原则
1. 由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到作业要求的阶段性

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儿童在不同年

龄阶段心智特征是不一样的。实践问题型作业模

式也要按规律行事: 小学 1 ～ 2 年级的学生尽量要

求表达有结构的问题; 3 ～ 6 年级的学生可以增加

无结构的问题; 初中以上的学生可以增加开放性

的问题。同时，在小学阶段可以要求学生多模仿，

初中以上则要要求学生多创新。
2. 组织发展的阶段性

问题型作业模式要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就抓

紧抓好，但也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学生需要

在作业模式、身心状态、学习习惯、组织分工、
人员调配、作业程序、纪律遵从、问题探讨、互

动反馈、同学关系、师生交流、评价考核、临场

应变上逐步地适应起来，不断步入常规化，并达

到身心全面素养的适应与发展。当然，教师也需

要逐步适应这样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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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层次化原则
1. 学生的层次化

问题型作业不但不排斥学生的差异化，而且

还服务于学生的层次化。除了要求学生自主发挥、
个性呈现之外，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基础差异和

身心特点合理地对其提出要求，合理地做好帮扶、
指导和小组协调工作。
2. 作业类型的层次化

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人的精神状态在不

同时段也会动态变化。故此，教师要合理搭配作

业的类型，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

结构性问题、半结构性问题、开放性问题，或者

是单一学科问题、跨学科问题、复杂问题。对于

作业的完成时段，又可分为课堂作业、课后作业;

还可以分为思维作业、实验作业和实践作业等不

同层次和类型。
( 三) 多元化原则
1. 学生能力的多元化

汉密尔顿 ( C. Hamilton) 指出学生有四种认

知风格: 封闭型、盲目型、隐蔽性和开放型。［8］问

题型作业的设计就是让学生百花齐放、各具特色。
同时，教师对学生多元化的要求，既是鼓励其多

元智力的竞相开发过程，又是刺激其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过程。
2. 问题类型的多元化

布卢姆 ( B. Bloom ) 认 为 问 题 有 六 种 分 类:

知识型问题、理解型问题、应用型问题、分析型

问题、综合型问题、评价型问题。问题型作业的

要求，也要发展学生多元、全面的心智素养。同

时，学生也可以借助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与

外界进行多元化的合作与交流，设计并解答更开

放、更新颖的问题。
( 四) 公平性原则
1. 人员的公平性

师生、生生间在人格上要相互尊重; 在学习

小组的人员安排上要做好优差搭配; 在小组内，

要轮流担任组长和纪律委员职务，轮流 ( 或协商)

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2. 发展机会的公平性

每个人的学习机会和表现机会应该是均等的。
个体的知识和道德要齐头并进，切忌向学生灌输

“一俊 ( 知识) 遮百丑”的片面观念。教师要公

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尽量对每一位学生都关心

体贴和充满期望。
( 五) 其他原则

除了上述原则外，还有一些原则也需要努力

遵从。一是价值性原则。要求问题尽量有积极意

义和正面价值，要有启发和发展作用，减少无足

轻重的问题，杜绝低级趣味的问题。二是鼓励性

原则。儿童是天生的发问家，鼓励学生发问是促

进学生学习的最好方法，教师是一个火星，要在

适当时刻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师要鼓励学生

大胆尝试，以其兴趣和内在需要为起点，让学生

获得一种“沉浸体验”。教师要充分利用皮格马利

翁效应，鼓励学生力求上进，并且在学生犯错误

时，要给以清晰的指导。三是实效性原则。教师

要指导学生有效地利用现有时间，减少在细枝末

节上钻牛角尖，减少在低层次问题上纠缠不休，

每次活动都要有始有终，都要有归纳、反思和总

结，要讲求实效。四是协作性和竞争性融合原则。
乔伊斯 ( B. Joyce) 指出， “成功的探究活动既来

自于建立合作性的环境，又来自于理性冲突的氛

围”，［9］故此，作业模式的设计要兼顾合作与竞争，

不能固守一隅，有悖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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