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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阐述 “作业套餐”的定义及其设计要求后给高中化学必修Ⅰ中的２节内容设计了

“套餐”作业，希望通过具体的作业设计说明 “作业套餐”具有能激发学生兴趣、满足不同层次

学生心理需求、培养学生探究合作能力等优点。并对此 “套餐”做了具体评价，以期鼓励、督促

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知识训练与潜力发展的作业，以巩固知识，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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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作为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历来被看成是课

堂教学的延伸，是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但是，长

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老

师在布置作 业 时 忽 略 了 学 生 的 心 理 需 求 与 个 性 差

异，片面追求学科知识的巩固，作业形式单一，量

大质粗；作业内容远离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乏味

重复。这样的作业，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和倦怠的

情态，久而久之对作 业 材 料 失 去 兴 趣，敷 衍 应 付，
不求甚解，甚至出现抄袭别人答案或让别人抄袭的

消极舞弊行为。学生的身体和情感２方面都感到疲

惫，作业成为一种负担，与素质教育所提倡的 “减
负增效”相去甚远。“作业套餐”作为新课程标准

下一种全新的作业形式，以按需搭配的理论主张、
浓缩的作业量、贴近生活的作业内容和新颖生动的

作业形式呈现给学生，以期减掉学生机械训练的负

担，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作业兴趣，从真正意义上促

进学生知识的获得、技能的强化和良好学习态度的

培养。

１　何谓 “作业套餐”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８种智能，

每一种智能都可以改变可以训练，而这８种智能的

独特组合构成了个体差异性［１］。 “作业套餐”便是

指立足于学生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性，根据不同学

生自身所具有的智能的强项与弱项而对作业产生的

不同的心理需求，以 “增 兴 趣、减 负 担、提 效 果”
为目标，为不同类型的学生量身搭配一套适合其知

识训练与潜力发展的弹性作业。
“作业套餐”力求以丰富新颖的内容与形式激

发学生兴趣，力图从个体差异出发照顾学生不同心

理需求，为学生设计可以掌握学科知识同时兼顾学

生自身潜力发展的作业。所以，“作业套餐”的设

计有如下要求。
１．１　照顾学生的差异性

学生学习差异的客观性要求老师在设计、布置

作业时不能 “整齐划一”。要求老师在设计作业时

充分考虑差异因素，树立 “弹性”意识，可将作业

分为必做部分与选做部分［２］。
必做部分，即班上所有学生都要完成的同样的

课外作业，以巩固相关的学科知识和掌握一些最基

本的技能。对于完成必做作业有困难的学生，老师

和家长则应采取相应的补偿教育，勿让一个学生掉

队［３］。在此前提下，鼓励学生自由选择不同的课外

作业，即选做部分，以充分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

业需求。选做部分的设置增加了学生学习的自主选

择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需求选择适

合自己 “口味”的题目。研究发现：各种水平的学

生在遇到对自己有意义的、恰当的问题时，必然会

进行自我主动地学习。因此，老师在设计作业时应

提供难易适度的选做题，让学生从中选择他们喜欢

的、认为有能力完成的来练习，使其从自主选择中

体验收获、享受成功的喜悦。如此，必做结合选做

的 “套餐”作业，既做到了面向全体学生，又可使

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所提高。
１．２　贴近生活

“必做＋选 做”的 作 业 模 式 活 化 了 传 统 作 业，
在整体上照顾了学生在学习方面的客观差异性。但

老师设计作业时若只在 “模式”上下功夫而不注重

作业内容本身的改进，作业内容激不起学生任何的

学习兴趣，“作业套餐”便徒留 “空壳”，治标不治

本。所以，老师设计 “作业套餐”时在改变作业模

式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作业内容必须要贴近生活，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４］。
贴近生活的化学作业是指要以学生生活中那些

发生在身边的实际经验为原材料编制题目。贴近生

活的化学作业让学生体会生活中化学处处存在，运

用化学知识能解决实际问题，增加学生做作业的兴

趣；贴近生活的化学作业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

心与成就感，因为他们完全可以独立地去完成适合

自己水平、与自己生活环境贴近的作业。通过这种

作业，学生还可以及时地发现生活对自己正在学习

·１３·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　　　　　　　　　　　　　　　化　学　教　育



的化学知识的需要，自然地认识到今天学校里的学

习便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因而对作业和学习也产

生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
１．３　注重探究与合作

化学新课程提倡学生探究学习、协作学习、体

验在探究过程中寻求真知的乐趣。所以 “作业套餐”
中选做题的设计可借助实验，突出操作性与实践性，
考虑设计不同类型的探究题，如实验探究、小课题

研究等，引导学生在探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激发自

己的思维，提 出 自 己 的 观 点，逐 渐 形 成 探 究 意 识，
提高探究能力。同时，探究型作业能使学生在独立

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明白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必须

去倾听和知晓别人的观点，考虑别人的想法。同伴

间相互学习，相互合作，逐渐培养自己的合作精神

和合作能力。让 “自主探究”促进 “互助合作”，既

体验探究的精彩过程又能汲取合作的营养。

２　 “作业套餐”的设计
笔者以上述的作业套餐的要求为指导，设计了

高中化学 必 修Ⅰ第 四 章 “非 金 属 及 其 化 合 物”第

一、二节的 “作业套餐”：
同学们，请通过回忆课堂内容，翻阅课本或资

料后独立完成以下题目。
（１）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９日，淮 安 一 辆 载 有３５吨

液氯的槽罐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大面积泄露的液

氯使周边村镇２７人中毒死亡，上万人转移。液氯

是这次事故的直接 “凶 手”，同 学 们，学 完 氯 气 后

我们了解了氯气的那些性质？氯气在制备时应注意

什么？

（２）以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总结比较碳、硅及其

化合物的性质。
同学们，请在下面４题中选择一道感兴 趣 的、

适合自己的题目练习。
（３）坩埚是实验室用于灼烧或熔融固体物质常

用的仪器，材质种类很多，实验时应根据物质的性

质加以选择。熔融烧碱时，不能使用普通玻璃坩埚、
石英坩埚和陶瓷坩埚，可以使用铁坩埚，试说明理

由。（能发生化学反应的，写出化学反应方程式）
（４）你对无机非金属材料了解多少？从你的了

解中你对化学技术的进步有何感悟？

（５）消毒液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特别是

在 “非典”期间，常用 “８４”消毒液对环境进行消

毒，该消毒液无 色，ｐＨ 大 于７，对 某 些 有 色 物 质

有漂白作用，对该溶液进行焰色反应，呈黄色。①
你认为它可能的有效成分是什么？②你知道生活中

还有那些物质可用来漂白？③它们的漂白原理你了

解吗？④你认为购买和存放这些物质时应注意哪些

问题？

（６）碳酸钠俗名纯碱或苏打，在外观上与食盐

相似，可用于洗涤，如清洗厨房用具的油污等，请

你通过尽可能多的方法区分厨房中用的食盐与碳酸

钠，并与同学交流。
同学们，请在下面４题中选择一道感兴 趣 的、

适合自己的题目练习。
（７）人类一直在创造性地制造应用硅及其化合

物，请查阅有关资料，以 “硅及其化合物对人类文

明的贡献”为题写一篇小论文，并与同学交流。
（８）用胶头滴管将新制的饱和氯水逐滴滴入含

有酚酞的氢氧化钠稀溶液中，发现红色消失，红色

消失 的 原 因 可 能 是：假 设 一： 假 设 二：
假设三： 假设四：

①请你根据上述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至少写

出２种假设；

②请你与自己的伙伴们合作设计实验方案，证

明你的假设。写出实验的主要步骤，并尽量在实验

室操作。
（９）我国有着悠 久 的 “玉 文 化”，古 代 精 美 绝

伦的玉器，其工艺精湛，至今为人们所叹服，据研

究，古代是以精选的河沙作为磨料对玉石进行加工

的。请你对玉石可以用河沙作为磨料进行琢磨的原

因进行推测，并查阅相关资料予以证实或修改。
（１０）请设计实验探究卤素的递变规律。

３　 “作业套餐”的评价
评价作为一种对评价对象的价值判断，具有诊

断、改进性作用［５］。为更好地把握作业套餐设计的

尺度，以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身心发展特点，笔

者对上述作业套餐做了具体分析评价。
３．１　综合评价

在本次 作 业 中，要 求 全 体 学 生 完 成 第 （１）、
（２）两题，这２道 题 侧 重 于 知 识 的 理 解 与 简 单 运

用。第 （１）题以淮安泄氯事件的热点新闻做提示

信息考察氯气的性质，能唤起学生的好奇心与责任

心，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动力，让他们在真实情境中

获得知识。第 （２）题 的 题 目 设 置 比 较 简 单，但 却

具有一定的思维空间，能激发学生思考。而且，这

道题答题形式多样，例如做此题时，文字表达能力

强的同学可以选择利用文字简单说明，逻辑思维较

好的同学可选用图表归纳等，学生可以发挥自己的

所长，彰显个性。（３）、（４）、（５）、（６）四道题目

中，要求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选做其中一题。
这几道题知识容量较大，对知识理解的要求较高，
以促进知识的获得和技能的强化为目标。题目在设

计时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如第 （３）、 （５）、 （６）
题，学生在做题过程中能体验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可

以运用到日常问题的解决中的乐趣，增强自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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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中快 乐 学 习，达 到 良 好 的 的 学 习 效 果。第

（４）题的设计关注现代科技的发展，增强了化学习

题的时代特征，这种有时代特点的习题能使学生关

心发生在国内外的新科技，可激活学生所学知识，
使学生觉得所学的知识是鲜活的、生动的。剩余的

（７）、（８）、（９）、（１０）题以开放型与探索型问题的

设置为主，也要求学生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一道题

目。其中实验探究型作业对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能

力很有帮助，课题研究型作业为学生学习书本外知

识和实践活动提供了机会，促进学习同伴间的互动

合作。
３．２　具体分析

对于一道给定的题目，可以通过计算这道题目

的数量化指标，即难度系数来表达其难易程度。试

题的难度通 常 有 相 对 难 度 和 绝 对 难 度２种 表 示 方

法。相对难度是指学生做完题后老师根据学生所做

的具体情况来计算本题的难易程度。而绝对难度是

试题一旦确定，绝对 难 度 就 已 经 确 定，不 受 时 空、
学生层次等因素的影响。文中，笔者采用绝对难度

的计算方法对套餐中每道题目的难度做了分析。
王后雄先生主编的 《化学教学诊断学》中对于

绝对难度的计算方法做了详尽阐述［６］。即对于特定

的题目，可以依据构成试题４项子难度要素综合评

定该题的绝对难度：
ＰＪ＝ａ∑Ｐａ＋ｂ∑Ｐｂ＋ｃ∑Ｐｃ＋ｄ∑Ｐｄ （１－１）

式中，Ｐａ，Ｐｂ，Ｐｃ，Ｐｄ 为 构 成 题 目 固 有 难 度 的４
要素。Ｐａ 为开发提示信息的难度，Ｐｂ 为解题所需

基础知识难度，Ｐｃ 为思维方式难度，Ｐｄ 为心态干

扰诱发的难度。在计算题目的绝对难度时，一般取

ａ＝０．０１，ｂ＝ｃ＝０．０３，ｄ＝０．０１，代入 （１－１）式

则试题的绝对难度为：
ＰＪ＝０．０１∑Ｐａ＋０．０３∑Ｐｂ＋０．０３∑Ｐｃ＋０．０１∑Ｐｄ

（１－２）
利用上 述 方 法 计 算，可 求 绝 对 难 度 值 的 范 围 在

０．１２与０．９６之间。当ＰＪ≤０．４时，绝对难度值较

小，说明题目容易，学生解题障碍较少；当０．４＜
ＰＪ＜０．７时，绝对难度值居中，说明题目难度居中

难题水 平；当ＰＪ≥０．７时，绝 对 难 度 值 较 大，说

明题目较难，学生解题障碍较大。
笔者以上述作业 套 餐 第 （５）题 为 例，说 明 绝

对难度的具体计算。
从绝对难度构成要素分析，本题的绝对难度的计

算应从解题过程及子难度要素分析入手 （见表１）。
根据表１分析，利 用 公 式 （１－２），可 以 计 算

出ＰＪ＝０．５６属 于０．４＜ＰＪ＜０．７的 范 围，说 明 此

题难度适中。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其他

几道题目的具体难度 （见表２）

表１　第 （５）题的绝对难度分析

问题号 解题过程 子难度要素分析

①
　依题意，可能成 分 为 次

氯酸钠

　直 接 利 用 题 示 信 息 判 断

要求 解 的 问 题；但 题 目 给

出的新 信 息 与 已 有 知 识 结

合才能运用

②

　依据此漂白物 质，联 系

以前所学知识，总 结 生 活

中其他漂白物质：次 氯 酸

钙、次 氯 酸、二 氧 化 硫、
活性炭等

　多 点 知 识 联 合 解 题，包

容的知识量多

③
　漂白原理：具体 物 质 不

同，漂白原理不同 （具 体

分析）

　以 常 规 思 维 解 题，但 对

知识的分解、迁移、转 换、
重组的应用能力要求较高

④
　考虑有些漂白物质 的 久

置会失效等问题，分 析 应

该注意的事项

　题 目 所 述 问 题 情 境 与 生

活贴 近，属 于 新 颖 度 较 高

的开放题

综评
　题目中知识的难度层次属于综合应用型，问题跳跃较

大，存在一定的干扰信息

表２　作业套餐难度值计算结果

题号 （１） （２） （３） （４） （５）

难度值 ０．３０５　 ０．５７５　 ０．１９５　 ０．４４０　 ０．５６０

题号 （６） （７） （８） （９） （１０）

难度值 ０．７２０　 ０．４５５　 ０．８３５　 ０．３４５　 ０．６３５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构成试题难度的要素是多方

面的，而且笔者经验有限，对题目的认识水平尚待提

升，在难度系数的计算时或许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利用绝对难度的算法将上述作业套餐中每道题

目的难度计算出后，学生可以根据这个难度标准来

自由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感兴趣的、可以利用他

们最强势的智能去处理的题目练习。例如：文字表

达能力好但学习程度较差的同学除 （１）、（２）题外

可以考虑第 （４）、（７）题，动手能力强的同学可以

选做第 （５）题，第 （６）题对于想锻炼自己的人际

关系与合 作 能 力 的 同 学 是 很 有 帮 助 的，学 习 程 度

好、逻辑思维又较强的同学可选第 （８）题等等。
只要教师正确引导、持之以恒，相信 “作业套

餐”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很有帮助。最终会作为一种积极的方法辅助课堂

教学实现新课标 “减负增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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