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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自身

作业环节

需改进的

问题

1、作业形式僵化、不配套：虽然说《初中地理学练案》是整个区老师教学

教研的统一成果，但在运用过程中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区里编

制的课时过少（《地图的阅读》及《地形图的判读》都仅为 1课时，我校实

际都上 2课时）或课时过多（《人口与人种》为 3课时，我校实际上 2课时）；

区里编制的题目和我校的学情并不完全匹配（《世界的气候》第一课时练习

过难，超出了课标的要求）。所以会造成有些章节的内容并不适合给学生练

习及讲评。

2、作业内容统一、不加筛选：目前我校初一地理使用的教辅材料是《初中

地理学练案》，一般而言，为保障学生对地理学科有足够的重视程度，也保

证地理学习的任务量适当，常常是要求学生每节课后完成整个一课时的作

业（大概 4页外加 2页的阅读材料）。对于客观存在的学生层次，没有在作

业上加以区分，所以就会出现有些学生“吃不饱”，而有些学生“吃不了”

的现象。

3、部分班级作业收交和批改不及时：受了从教第一年作业收交晚的教训，

我把第二天一早收作业的习惯改成了当天完成并上交上来。但由于某些班

级的课安排在了当天的下午最后一节和最后第二节，学生一央求，自己一

心软，就妥协了学生的要求，但往往第二天再批改就来不及了，所以作业

讲评效果就差了。

4、作业有效性、真实性低：作业形式一般为书面作业，作业内容分为【知

识准备】、【认知过程】和【学习评价】几个部分。学生往往抄抄书本就能

找到答案，没有一定的深度和思考性，学生也不能理解和应用，效率低下。

而且由于部分学生的不自觉，学生作业有抄袭现象，但是由于作业内容机

械，也很难判断学生是否进行了抄袭。因此作业难以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效

果和真实性。

改进与增

效的具体

做法（例

谈）

1.某些课时搭配填图册适用：地图是地理的第二语言，填图识图的培养是

初中地理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重新

编制作业本，只需利用好我们身边的填图册。填图册是按照教科书体系进

行编排，采用以地图为主的多种习题形式，强化重点和难点内容的练习，

帮助学生巩固所学教材知识，提高理解分析和实际应用的能力，培养一定

程度的地理思维方法。在某些课时中，我就利用地图册来布置作业，地理

特色显著。



（《填图册》上某学生的作业）

2.增加绘图作业：初一学习的内容为世界地理，范围广内容多，学生读图

任务量大，难度也大。如何更好地加强学生的读图能力呢？我想到了让学

生发挥自己的创意进行绘图。正好《大洲和大洋》这一节的学习重点就是

了解世界各大洲大洋的分布状况，于是我当天的家庭作业就没有布置学练

案的内容，而是让学生自行绘制大洲和大洋的分布图。

（学生大洲大洋课后绘图作业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