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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重庆市初中生物学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中办发〔2021〕40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

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教基厅函〔2021〕13号）和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提升作业设计的科

学性、针对性和规范性，增强作业实施的有效性，减轻学生

过重作业负担，依据《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结合我

市初中生物学教学实际，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目标 

（一）检测课程教学效果 

生物学作业是依据生物学课程核心素养中的生命观念、

科学思维、探究实践和责任态度四个维度及其具体表现，帮

助学生巩固学习知识、提升学习能力、完成学习任务的必要

环节，是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因材施教的有效

路径。 

（二）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加强学科作业设计与实施研究，处理好减轻学生作业负

担与提高教学质量的关系，有效发挥作业在增强学生综合能

力和改进教学方法中的积极作用。教师要依据《义务教育生

物学课程标准》的要求有序推进教学活动，把作业定位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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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知识取向逐渐转变为能力和素养立意的价值取向，把发

展学生的生物学课程核心素养落地落细落实，提升初中生物

学课程教学质量。 

（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初中生物学学科作业设计要落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时代要求，渗透生命观

念、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探究实践能力，强化学生的态度责

任意识，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以浸润的方式融

入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初中生物学学科作业的独特育人功

能，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 

二、具体要求 

（一）控制作业总量 

初中生物学学科作业可分为口头作业、书面作业和学科

实践作业。口头作业在课堂上完成，建议书面作业也尽量在

课堂上完成。学科实践作业要根据课程标准、教学进阶的需

要来布置，并主动与其他学科的实践作业协调，设计开展跨

学科实践活动作业。加强学科组、年级组作业统筹，初中每

天各学科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总时间不超过 90分钟。 

（二）精选作业内容 

生物学学科作业内容可依据课标要求的学习主题，充分

利用学科重要概念、主干知识、典型规律和原理、学科重要

思维方法、生命科学史、生物学学科前沿动态和社会热点等

作为素材，精心设计与学科教学有关的真实情境，使学生在

解释生命现象、把握生命本质，解决生产、生活实践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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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命科学的内涵及独特的育人价值，以发展学生“生命

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的生物学课程核心

素养。作业不仅要关注对生物学学科基础知识的评价，更应

关注对学生学科实践能力的评价，从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出发，

关注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强化学生知识的迁移与应用能

力。如应用生物学概念解决实际问题，强化养殖、观察、记

录和让学生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等。 

（三）丰富作业形式 

在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间的基础上，优化作业的设计，

创新作业的形式，强化实践性的作业。 

书面作业是要求学生通过纸笔书写完成的作业。主要是

指学生基于学科认知的对学科重要概念、主干知识、原理规

律、学科思维和方法等掌握情况的反馈和检测，以期达到诊

断和巩固的目的。书面作业主要包括教材中的章节练习、教

师原创或自选试题、导学案等。 

实践作业是要求学生在课后完成的探究实践性作业。生

物学科的实践属性要求学生在完成认知学习的基础上，通过

实践活动尝试并初步学会生物学科的基本方法，并解决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主要包括观察类（观察动植物形态、结

构、生长状态、生活习性等）、制作类（如动植物标本、模

型、学具、各种实践作品）、养殖类（如养殖家蚕、金鱼等）、

调查类（如生态环境调查、动植物种类调查、人类遗传病调

查），探究类（如光照、水分、风向、土壤酸碱度等因素对

动植物生长或生活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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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握作业难度 

初中生物学学科作业的设计要面向全体学生，依据课程

标准的要求，系统化选编、改编、创编符合学习规律、体现

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可通过有无情境，或情境的简

单和复杂程度来实现作业的层次要求，以满足不同认知倾向

学生和城镇、乡村学生的学习需要。对于实践型智能倾向较

明显的学生，可适当增加实践探究作业，以体现作业的实践

性和探究性。注重长作业与短作业的结合，促进学生全面而

有个性的发展。 

（五）加强作业指导 

学生作业是教学反馈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学校教导处或

教科处要加强对教师作业指导的督促管理作用，教师要做到

有布置必批改，有批改必讲评，教师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

布置的学生作业，不得只布置，不批改，或者进行应付性批

改。选择性批改作业要在一定时段内覆盖全体学生，不得出

现只有学生自评或互评，或者要求家长代批现象。将作业批

改与个别辅导相结合，促进全体学生提升学习水平。 

三、实施建议 

（一）课堂作业 

课堂作业设计除关注课程内容的七大学习主题知识点

的表现外，还要关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教师在备课环节

就要依据《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对学习主题单

元教学与课时教学环节进行整体设计和把握，采用书面纸笔

作答、口头表达的方式进行，并于课堂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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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后作业 

根据生物学的学科特点，观察、调查、养殖等实践类作

业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完成，需要学生回家与家长同学结成学

习共同体一同完成，便形成了课后作业。初中生物学科原则

上不建议布置课后书面作业；若因中考复习需要，上课当天

可以适当布置课后书面作业。 

（三）假期作业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作业设计要强化学科

实践，可以利用寒暑假时间较为充裕，安排学生完成持续时

间较长的观察探究类、种植体验类、调查访谈类、制作类等

实践作业，通过学科实践作业促进学生的认知学习和学生的

社会性成长。 

区县教研机构要将初中生物学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

加强对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研究，强化对学校作业设计的指导，

组织开展优秀生物学作业设计展示交流与评选活动，加强优

质作业资源共建共享。学校生物学教研组要深入开展作业设

计与实施的研究，将其作为校本教研重点，系统化选编、改

编、创编符合素质教育导向的作业，提高教师作业设计与实

施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