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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ducational instruction, homework is crucial for consolidating knowledge and developing skills. However, traditional homework 
design often comes with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learning burden. This paper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junior high school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homework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t analyzes existing issues in current 
homework design, including monotonous formats, negle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disconnection from real life. Based on 
this analysis, it proposes core principl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for homework, such as reshaping educational concepts, innovating 
homework forms, and building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Through these measures, the aim is to reduce students ‘burde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homework,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ral and legal literacy and 
overall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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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初中道德与法治作业优化路径思考
刘文章   毛昕心

浏阳市新屋岭中学，中国·湖南 长沙 410300

摘 要

在教育教学中，作业是巩固知识、培育能力的关键。然而，传统作业设计常伴学习负担过重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双减”政
策下初中道德与法治作业的优化路径进行思考与分析。分析了当前作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形式单一、忽视个体差异及
与现实生活脱节等。以此为基础，提出作业优化的核心原则以及优化路径，包括重塑教育理念、革新作业形态以及构建多维
度评价体系等。通过这些措施，旨在减轻学生负担，提升作业实效性，促进学生道德法治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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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

下简称“新课标”）倡导围绕学科核心素养设计作业，而“双

减”政策则要求减少作业量与时长。初中道德与法治作业设

计因此迎来挑战与机遇。如何在保证作业有效性的同时，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成为教师关注重点。

2 当前初中道德与法治作业的问题剖析

2.1 作业形式单一，创新性有待提升
当前，初中道德与法治的作业形式普遍局限于书面和

抄写，高度重复且单调的作业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便于教师

监控学生学习进度，但也显著增加了学生的课业压力。学生

面对此类作业时，往往感到乏味，难以激发其内在的学习动

力，久而久之，学习兴趣逐渐消退，作业效果大打折扣，未

能实现教与学的有效互动。

2.2 作业设计忽视个体差异，层次性不足
部分教师在作业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

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布置作业，忽视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

习需求。无差异化的作业布置，使得优秀学生感到缺乏挑战

性，而基础薄弱的学生则可能因难度过大而产生挫败感，进

而影响其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同时，即便有教师尝试设置

分层作业，但因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或实施策略，导致实际

效果不佳，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2.3 作业内容与现实生活脱节，缺乏实践性
部分教师过于注重知识的记忆与技能的训练，忽视了

作业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导致作业内容多以课后习题和知识

点抄写为主，缺乏能够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解决实际问

题的主题性活动。脱离生活实际的作业设计，不仅难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和问题解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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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培养 [1]。

3 “双减”政策下初中道德与法治作业优化
的核心原则

3.1 教育导向性原则
在“双减”背景下，设计需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

宗旨，深度融合学科特性与育人目标。作业内容应旨在培育

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过多样化的作业形式，例如，案例分析、

角色扮演等，不仅巩固知识，更激发学生的兴趣，进而强化

其道德情感与法治意识，实现作业的全面育人功能。

3.2 科学合理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强调作业设计需基于深入的教学目标分析

与教材解读，同时精准把握学生学情。教师应科学规划课时、

单元及学期作业，确保作业量适中、难度适宜，既不过度

增加学生负担，又能有效促进学生关键能力与核心素养的发

展。通过精细化设计，提升作业质量与效率。

3.3 个性化与分层性原则
鉴于学生间存在的个体差异，作业设计应遵循分层与

个性化原则。教师应深入了解每位学生的兴趣、基础、能力

及学习习惯，设计包含基础巩固、能力提升及拓展探究等多

层次的作业体系。同时，提供个性化作业选项，鼓励学生根

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作业内容，以促进每位学生的个性化

成长与全面发展。

3.4 实用性与整合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作业设计紧密贴合生活实际，增强学

生的知识应用能力。教师应将课堂训练、家庭作业与社会实

践作业有机结合，形成一体化的作业体系。通过合理规划作

业的时间与空间分布，确保学生能在不同场景下高效完成各

类作业，既巩固课堂所学，又能在实践中深化理解，实现知

识的内化与迁移 [2]。

4 “双减”政策下初中道德与法治作业优化
路径

4.1 重塑教育理念，精细管理作业负担
在传统教育框架内，道德与法治学科常被视为“次要

科目”，其边缘化地位导致作业设计常被忽视或简化，例如，

仅限于背诵任务，这极大地限制了作业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

能的发挥。新课标的出台，为道德与法治学科的作业设计指

明了方向，强调作业应服务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因此，

教师需深刻认识到作业设计的深远意义，积极转变教育观

念，将作业视为促进学生知识深化、能力提升的重要桥梁。

在“双减”政策的指导下，教师应秉持“质优量适”的原则，

科学规划作业布局，意味着教师需摒弃“量多即优”的误区，

尝试通过自我模拟学生完成作业的过程，精准预估作业完成

时间，以此为依据灵活调整作业量，确保作业负担既不过重

也不过轻，真正实现减负增效 [3]。

4.2 革新作业形态，增强作业实效性

4.2.1 创意无限：打造趣味横生的作业设计
“双减”政策下，提升作业的吸引力与有效性，关键

在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兴趣，更要兼顾教育教学要求，因此，

教师应深入了解初中生的兴趣偏好与认知特点，巧妙融入趣

味性元素，使作业不再是单调乏味的负担，而是成为学生主

动探索、享受学习乐趣的桥梁。

例如，在教授七年级下册“揭开情绪的面纱”时，为

了深化教学成效，教师需引领学生全面探索情绪变化的生理

与心理根源，并注重情感教育的渗透，增强学生的情绪体验

与理解。为此，教师可以摒弃传统的记忆背诵或纯书面作业

模式，转而采用一种更为生动、参与性强的作业设计。

具体而言，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利用课

后时间，将教材中的情绪知识融入实际创作中。每个小组需

基于自己对情绪的独特理解，结合教材内容，设计并编排一

段情景剧。在这段剧中，学生们需通过细腻的面部表情、生

动的肢体动作来演绎不同的情绪状态，例如，喜悦、悲伤、

愤怒、惊讶等。

通过情景表演的方式，学生不仅能够亲身体验到不同

情绪带来的感受，还能在准备与表演的过程中，深化对情绪

变化及其原因的理解。特别是深度参与的学习方式，有助于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巩固课堂知识，提升学习效果，真

正实现减负增效的教学目标。

4.2.2 生活化作业：搭建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的桥梁
道德与法治学科常被误认为枯燥且理论密集，但实际

上，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意义。

为了增强学生的学科兴趣，促进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实际应

用，教师在作业设计上应巧妙融入生活元素，创设生活化作

业情境，从而搭建起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的桥梁。

以七年级上册“家的意味”一课为例，教师可以创新

作业形式，鼓励学生从个人生活体验出发，完成一项生活化

的作业任务，即：围绕“我的家”这一主题，运用手机或摄

像机等现代工具，创作一段家庭生活的短片。这一过程中，

学生需亲自策划、拍摄并编辑视频，通过镜头捕捉家庭生活

的温馨瞬间，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最终将这份充满情感的

作品分享至班级社群。此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将课堂上的

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孝敬

父母的美德。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深刻体会到

“家”的温暖与意义，还能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进一步加深

对“家的意味”的理解。

生活化作业的设计，不仅打破了传统书面作业的界限，

还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与表达空间。在参与作业的

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及创

造力，还能在亲身体验中加深对道德与法治知识的理解和感

悟，实现知识的内化与升华，最终达到提升教学效果、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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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实践性探索：激活学科的育人潜能
在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教学中，其实践性往往被传统教

育模式所忽视，导致作业形式单一，难以充分发挥其育人潜

力。在“双减”政策的推动下，教师应积极调整教学策略，

重视实践性作业的设计，为学生提供更多将理论知识应用于

实际生活的机会。

在教授七年级上册“守护生命”这一关键课题时，教

师可以通过设计富有实践性的作业，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生命

的价值与自救的重要性。作业不再局限于书面的背诵或简单

的问答，而是鼓励学生围绕“生命守护与灾害自救”这一主

题，展开一系列自主探索和实践活动。学生被要求主动出

击，通过多样化的渠道（例如，网络、图书馆、社区讲座等）

搜集关于常见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资料，特别是火灾等紧

急情况下的自救方法和注意事项。完成作业的形式同样灵活

多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手抄报、小视

频或文字报告等方式来展示学习成果。通过实践性作业的实

施，学生不仅加深了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还掌握了实用的自

救技能，为未来的生活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2.4 差异化作业：精准施策，共促道德与法治素养

的个性化提升
为顺应学生多样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教师在设计道德

与法治作业时，应摒弃“一刀切”的旧模式，深入剖析学生

的个体差异，包括学习基础、能力水平、性格特质及学习态

度等方面，进而制定出层次分明、灵活多样的作业方案，，

面向优等生、中等生和后进生设置不同层次的作业。

以七年级下册“青春的邀约”为例，本课旨在引导学

生深入探索青春期的奥秘，正确认识并接纳生理与心理的变

化。在作业设计上，教师可巧妙设置“基础篇”、“提高篇”

与“进阶篇”，以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成长需求。

基础篇：以基础性作业为主，设计结构化作业，侧重

于知识点的直接掌握。例如，要求学生回顾教材“相关链接”

中关于人体生长曲线的描述，加深对青春期生理变化基础知

识的理解与记忆。此部分作业旨在巩固学习基础，确保每位

学生都能达到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 [5]。

提高篇：专门针对中等学生设计。此部分作业旨在巩

固基础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适度的拓展思考和应用实

践。例如，学生需结合基础篇的知识点，分析青春期生理变

化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并尝试从多个角度探讨如何应对这些

变化带来的挑战。通过这样的作业设计，中等学生能够在巩

固基础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向更高层次的学习过渡做好准备。

进阶篇：针对优等生，通过项目式设计拓展性作业。

如鼓励学生结合个人实际，进行深度的自我反思与规划。学

生需分享自己青春期的独特体验，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心理挑

战，设计个性化的预防与应对策略。该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

的自我认知与问题解决能力，还促进了其情感价值观的成熟

与升华。

4.3 多维度评价体系，从结果到过程
一方面，在优化作业评价机制上，应实现从单一结果

导向向全面发展性转变。作业评价应兼顾成果与过程，聚焦

学生道德法治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细致观察作业完

成过程中的策略运用、资料搜集及努力程度，结合最终作品

的内容质量与创意展现，给予学生综合性的评价。

另一方面，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例如，细致评语、

量化打分与质性分析结合，旨在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培养自

我反思与批判性思维。同时，引入多元评价主体，包括学生

自评、互评及家长参与，构建家校共育的良好生态。完善的

评价体系不仅能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进展，还能促进学生自

我认知、社会交往与家庭沟通的全面提升，共同推动作业质

量与教育效果的飞跃。

5 结语

在“双减”政策的指导下，初中道德与法治作业的优

化不仅是响应政策要求，更是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重塑教育理念、革新作业形态及构建

多维度评价体系，能够设计出更加科学、合理、个性化且贴

近生活的作业，从而减轻学生负担，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与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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