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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发展的数学个性化作业设计
◎钟小丽 (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水电二局学校，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数学的个性化作业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对数学学

习的发展和兴趣，是教师对不同层次学生要求不同的一种

作业，是以学生接受能力、运用能力、兴趣等不同设计的不

同层次、不同要求的作业． 使用个性化作业，既尊重了学生

的个性，注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还让作业变得新鲜有趣，

学生也乐于接受，也有效地开展了数学教学后续对学生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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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作业设计与实践的研究( 课题编号: 1201554732) ．

数学是一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学科，我认为数学

最独特的是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与它有着紧密联系． 所

以，《小学数学新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中指出，“数学

是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 因此，作为数学教师，

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我们有义务让学生掌握并能把数学知

识灵活运用于实际生活中． 但在一个班级几十名学生，每名

学生都有着明显的个体差异． 这种差异在学习能力上体现

得尤为明显，因此，布置个性化作业就显得非常重要．

个性化作业设计，是以学生接受能力、运用能力、兴趣

等不同设计的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作业． 使用个性化作

业，既尊重了学生的个性，注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还让作

业变得新鲜有趣，学生也乐于接受，也有效地开展了数学教

学的后续对学生的评价． 对个性化作业的设计，我认为有两

种不同的设计方案．

一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 这种做法

在现代化教育中比较常见，学生通常是利用电脑或手机平

板等完成作业，同时也需要大数据的支持，对该学生所有的

过往作业进行知识点分类，容易出错的多练，已经掌握的不

练或者少练． 对没有这样条件的学校来讲，如果用普通作业

的形式布置这样的个性化作业，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这样会大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

二是可以基于班上学生的接受能力的差异，设计相同

的作业，不同的要求，有效提升了各层次学生对数学这一学

科的成就感． 这种做法对大部分学校来讲更具有实操性． 今

天我就详细谈谈我在实际操作中的过程和一些心得．

在设计个性性作业时，我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把学生

分为三个组，一是接受能力强且较灵活的学生，我称之为

“数学家”; 二是接受能力好，但对知识的运用欠缺灵活性的

学生，我称之为“数学之星”; 三是学习能力较为吃力些的学

生，我称之为“数学达人”． 布置作业时，我通过对三组组员

作业难度要求不一样，来实现和优化个性化作业．

如，在布置四年级的运算定律作业时，我要求“数学家”

所做的简便计算要一题多解，“数学之星”是尽量一题两解，

而“数学达人”能用基本的方法去完成． 对“数学家”的组

员，我在要求他们完成好作业的同时努力拓展他们的数学

思维．“数学家”们对数学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在轻松学

会了当天知识的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一点挑战，享受

数学所带给他们的乐趣． 因此，教师非常有必要拓展他们的

数学思维，维持他们对数学的兴趣． 每个“数学家”都有兴致

的去思考，去探究，从而更有效激发他们的数学思考．

在布置五年级下册的数学广角“找次品”预习作业时，

我对“数学家”们提了一个要求: 称的次数最少是多少? 在

保证称的次数最少的前提下，你能够想到几种称的方法?

题目是这样的: 8 个零件里有 1 个是次品( 次品重一些) ． 假

如用天平称，至少称几次能保证找出次品? 第二天上课时，

大部分学生都能准确回答出最少需要两次． 而对于称的方

法，很多学生一开始都只会这一种: 取出 6 个零件，平均分

成两份，每份三个，如果天平平衡则次品在另外两个; 取走 6

个零件然后把那两个零件放在天平两端称，谁重谁就是次

品; 如果三个三个称的时候不平衡，则在重的那三个拿两个

放在天平两端……我问“数学家”们: “还有其他称法吗?”

有个“数学家”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如果三个三个

平衡时，我们把另外两个分别加放在天平两端，也能找出次

品．”经他这么一说，其他同学马上又说出了几种可行的方

案． 有些方案甚至是我作为教师都没有想到的．

经过这一题的探讨，我发现了数学的答案也许是唯一

的，但达成的方法却并不唯一． 在布置作业时，我要求“数学

家”们想出尽可能多的方法来完成作业． 在不断地思考中，

学生也感悟到数学的奥妙之处，还学会多去研究，多去问为

什么，甚至有时超出了我们教师的想象． 这难道不是我们作

为教育者所希望的吗?

对“数学之星”的孩子来说，能用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并

能用语言表达出为什么这样做，足以巩固他们对知识的掌

握和运用． 这类学生在班集体的人数较多，在作业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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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AB⊥AC，x
2

12 + y2
4 = 1，

由斜率公式和 A( 0，2) ，B( 3，1) 可得 kAB = － 1
3 ，

所以 kAC = 3，

设直线 AC 的方程为 y = 3x + 2．

由

y = 3x + 2，

x2
12 + y2

4 = 1{ ，
得 7x2 + 9x = 0，

由题设条件可得 xA = 0，xC = － 9
7 ，

所以 C － 9
7 ，－ 13( )7 ，

所以直线 BC 的方程为 y = 2
3 x － 1．

法 2: 因为以 BC 为直径的圆经过点 A，所以 AB⊥AC，

由斜率公式和 A( 0，2) ，B( 3，1) 可得 kAB = － 1
3 ，

所以 kAC = 3，

设 C( xC，yC ) ，则 kAC =
yC － 2
xC

= 3，即 yC = 3xC + 2． ①

由点 C 在椭圆上可得
x2C
12 +

y2C
4 = 1． ②

将①代入②得 7x2C + 9xC = 0，

因为点 C 不同于点 A，所以 xC = － 9
7 ，

所以 C － 9
7 ，－ 13( )7 ，

所以直线 BC 的方程为 y = 2
3 x － 1．

法 3: 当直线 l 过点 B 且斜率不存在时，可得点 C ( 3，

－ 1) ，不满足条件．

设直线 BC 的方程为 y － 1 = k( x － 3) ，点 C( xC，yC ) ．

由

y = kx + 1 － 3k，

x2
12 + y2

4 = 1{ ，

可得( 3k2 + 1) x2 + 6k( 1 － 3k) x + 3( 1 － 3k) 2 － 12 = 0，

显然 Δ ＞ 0，此方程两个根是点 B 和点 C 的横坐标，

所以 3xC = 3( 1 － 3k) 2 － 12
3k2 + 1

，即 xC = ( 1 － 3k) 2 － 4
3k2 + 1

，

所以 yC = － 3k2 － 6k + 1
3k2 + 1

，

因为以 BC 为直径的圆经过点 A，所以 AB⊥AC，

即→AB·→AC = 0．→AB·→AC = 36k
2 － 12k － 8
3k2 + 1

= 0，

即( 3k － 2) ( 3k + 1) = 0，k1 =
2
3 ，k2 = － 1

3 ，

当 k2 = － 1
3 时，即直线 AB，与已知点 C 不同于点 A 矛盾，

所以 k1 = kBC = 2
3 ，所以直线 BC 的方程为 y = 2

3 x － 1．

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是高中解析几何的重点，

也是高考的热点，主要涉及位置关系的判定、弦长问题、中

点弦问题、最值问题等知识点，突出考查数形结合、分类讨

论、函数与方程、等价转化等数学思想，要求同学们具有较

高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充分分析几何条件的基

础上，将几何问题代数化，通过代数计算得出结果，最后再

将代数结果转化为几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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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不要求他们用很多种方法去解答，但要求他们弄清楚

为什么这样做． 这样，减缓了这类学生们的压力，让他们做

的轻松又开心，在作业的批改上也充分肯定了他们对当天

知识的掌握度． 在五年级解决问题上，我会要求他们尽量做

到用算式和方程都做一遍．“数学之星”在个性化作业的有

效练习中，慢慢感受到数学也是可以让自己越学越好，数学

与生活是这样密切相连的，慢慢地，数学兴趣将比之前更浓

厚了． 我们的教学也做到了事半功倍．

对“数学达人”的个性化作业，我的要求是: 能掌握基本

的方法来解答当天新授知识就可以了． 他们在数学上比前

面两类孩子可能逊色些，但不代表他们在其他方面比别人

弱． 正如新课程标准所说: 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

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对这类学生，掌握好教

材的基础知识，就是他的最大成功． 每一届，每个班，都有些

在数学接受能力较弱的学生，我们可以用个性化作业让他

们感受到我们没有放弃他们，我们一样关注他，避免他们对

数学产生恐惧心理，减少他们对数学的抵触，也就慢慢地打

开了他们学习数学的心门． 如在“找次品”的预习作业时，我

只要求他们能够说出多少次，大概怎么称，就算不是次数最

少，我也给予他们鼓励． 在五年级解决问题的作业时，我只

要求他们能够做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他们用准确的方法完

成后，在得到我们教师的认可时，同时感受到学习数学并不

像想象中的那么恐惧，在数学上也找到了相应的成就感，相

信他们对数学的知识也会产生了相应的兴趣．

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个性化作业的设计，让我们

数学教师在作业的布置和批改上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但

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会让孩子们在学习数学时找到

更好的学习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