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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家庭作业研究综述

何香 姚利民

（湖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家庭作业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学生家庭作业的内涵与类型、家

庭作业的功效、学生家庭作业与成绩的关系、家庭作业中父母的角色、家庭作业的反馈等方面的研究，这

些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我国学者研究家庭作业和教师提高家庭作业有效性具有非常大的借鉴价值。

关键字：家庭作业；有效教学；综述

作为一种经常被使用的有争议的教学手段的家庭作业，学生的完成率和准确率在其成就

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家庭作业有何优缺点？家庭作业对于学业成绩是帮助还是阻碍？或者

说是在什么条件下帮助和阻碍？家庭作业是否对于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着积极而长久的作

用？教师如何有效地布置和反馈家庭作业？学生怎样有效完成家庭作业？等等。几个世纪以

来，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已经困扰了教育工作者，并且在家长和专家之间引发了频繁、

激烈的讨论，也一直是教育研究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期刊网，笔者以“家庭作业”为

篇名共检索到 1756 条记录。以“家庭作业有效性”为篇名检索到 39 条记录，以“小学家庭

作业有效性”为篇名检索到 10 篇文献，其中无硕博士论文。以下将通过梳理、归纳、分析

国内外关于家庭作业有效性的相关文献，对家庭作业的内涵与目的、家庭作业的功效、学生

家庭作业与成绩的关系、家庭作业中父母的角色、家庭作业的反馈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以供我国学者研究家庭作业和教师提高家庭作业有效性提供参考。

一、家庭作业的内涵与类型

关于家庭作业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于《学记》， “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即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藏息相辅，劳逸结合。 其中 “居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课

外作业。哈里斯·库珀[1]对家庭作业的定义是：由学校教师布置的、要求学生在非教学时间

内完成的任务。姚利民[2]认为，家庭作业是课堂教学的深化和延续，是帮助学生学习的一种

手段，通过让学生完成家庭作业巩固、扩充、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发展创造性。此外，顾

明远
[3]
在教育《大词典》中指出，家庭作业是根据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外时间独立进行的学

习活动。一般认为，它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有助于巩固和完善学生在课内学到的知识、技能，

并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

中西方教师在家庭作业类型的设计上存在很大差异性。总的来说，家庭作业有两种基本

方式：一种是基于美国杜威提出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实践活动作业形式；另一种也是我国

普遍采用的类型，即前苏联时期凯洛夫提出的文本型作业方式，它是基于认知主义的，即把

家庭作业视为一种能在家庭范围内完成的课程延伸和补充方式。我国现今的作业观主要信奉

的是凯洛夫的家庭作业观，其包含三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有机组成教学工作的任务，其次

它包含了独立的特质，以个人完成的形式巩固学生的知识，再次是完善学生技能和技巧的课

外学习任务。

美国学生的家庭作业可分为必做型家庭作业和自愿型家庭作业、个人家庭作业和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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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庭作业、网络家庭作业和纸笔家庭作业。显然，自愿型家庭作业比必做型家庭作业更有

优势，因为令学生产生浓厚兴趣的家庭作业会带来他们学习上的变化。

根据难度或水平层次，家庭作业可分为无变化的家庭作业、需要实践或准备的家庭作业，

前者对高层次的思考要求较低，主要由重复练习构成；后者在认知上要求较高，因为它覆盖

了没有全部在课堂讨论的材料以及前几堂课使用过的材料。

许贵荣[4]则把家庭作业分为“即时性作业、宽时性作业与阶段性作业”，提倡设计“阶

段性家庭作业”，并认为“阶段性家庭作业”有五个特点：以通过综合的能力训练，培养创

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在作业过程、完成方式和成果显示乃至评价方式等方面都具

有开放性；完成作业的时空很广阔，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自觉性、提高他们广泛搜集信息的

意识与能力；作业是组合、系列的；以学生为主体。

更多研究者主张，教师可为学生提供更灵活、多元、可供选择的家庭作业——个性化家

庭作业，这种家庭作业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业成绩。对于不同类型

的课程，教师可布置不同类别的家庭作业，或让学生独立完成，或让学生合作完成。

二、家庭作业的效用

尽管对于家庭作业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但研究者对家庭作业在促进学生学习的作用上

很难达成共识，对家庭作业的有效性的意见不一，或认为有积极影响，或认为有复杂影响，

或认为没有影响，或认为有消极影响。积极影响者认为，当家庭作业被良好设计，并有建设

性的反馈时，它能提高成就，因为学生有额外的机会来学习和掌握新的内容和技能。还有人

认为，家庭作业能够帮助学生培养独立能力、责任心和学习持久力。消极影响者则回应称，

家庭作业减少了学生对学校的兴趣，减少了学生休闲或玩乐的时间，扰乱了亲子关系和家校

关系，同时也增加了作弊的可能性，将过重的负担放在学生身上。

Markow
[5]
的研究表明，美国有 20%的教师不相信家庭作业的重要性或作用。尽管如此，

大部分研究者还是确认家庭作业作为教学系统的一个部分，对学习效果有着积极影响。大约

50%的教师认为，家庭作业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创造力，85%的教师用家庭作业的完成率来评

价学生，65%的教师认为家庭作业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0%的教师用以评判他们的教学水

平。

Cooper
[6]

指出美国教师将布置家庭作业的目的主要定位在 10 个方面：为学生提供练习

机会、做好课堂准备、参与实践活动、发展学生个性、改善亲子关系、加强家校合作、促进

同伴互动、执行学校或地区的政策、树立学校形象、惩罚问题学生等。

较多研究表明，家庭作业有积极影响。美国学者认为，家庭作业对学生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两个领域：（1）专业知识、技能习得的领域。家庭作业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记忆能力，帮

助学生更好理解学习内容，间接地形成对日后取得好成绩所必需的学习能力，改善学生对学

校的消极态度，并让学生明白学习的过程并不只局限在课堂，而是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2）价值观形成的领域。家庭作业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自主性和责任感，锻炼学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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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品质。同时，家庭作业也是联系家庭与学校的良好纽带，让家长更好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有研究
[7]
指出，家庭作业的积极效用可以被分为认知、教学、情感这三个方面，认知方面的

效应包括提高学生成绩，缩小高水平和低水平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练习课堂所学知识技能，

展示学生的创造力。Bluestein
[8]
指出，教学方面的效应主要包括用于评价学生的知识技能

掌握情况，跟进学生的进程，鼓励学生参与课堂，延伸学习时间，提供学生学习和使用数据

的机会；Corno[9]提到情感方面的效应包括发展学生的独立性，培养对学校的积极态度，承

担责任，培养纪律性和自信心。

也有不少研究表明，家庭作业有一些不良影响。Kralovec
[10]

指出，家庭作业是学生对学

校失去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加重了学生的精神压力和身体负担。此外，Cooper 等人[11]

认为，太多的课外作业会阻碍学生的社交。家庭作业还是学校和家庭之间产生压力和摩擦的

重要原因。在情感上，家庭作业往往缺乏老师的指导，师生没有意识到一个错误，那就是把

家庭作业当做是评价学生知识的一个不可靠工具。

国内研究者对家庭作业的效用有着不同的看法。杨润东等人
[12]

认为，适当的家庭作业可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自我管理和养成独立自主的品

质，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大有裨益。陈鑫
[13]
指出，家庭作业的功能可分为教学功能和教育功能，

其中待加强与重视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为：（1）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师生情感沟通；（2）

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培养责任感和合作意识；（4）掌握科学方法，养成

科学态度；（5）培养自信，发挥潜能；（6）促进自我教育。夏小庆
[14]

的调查显示，当前中

小学教师认识家庭作业功能的分数均值分别为：发展功能为 1.79，教学功能为 1.95，沟通

功能为 2.76。这表明，在家庭作业的三项功能中，教师普遍认同和关注的是家庭作业促进

学生发展的功能，其次是提高教学效率的功能，不被关注的，甚至是被老师们忽视的是家庭

作业的家校沟通功能。可以发现，我国在衡量家庭作业价值时，很大程度上会考虑到学生的

学习成绩这一影响因素。

三、家庭作业量

家庭作业量指的是学生每晚或每周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总量。可以从两方面来考量：

一是频度，教师多久布置一次家庭作业；二是时长，学生每次完成家庭作业花费多少时间。

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家庭作业所耗费的时间上，然而家庭作业的时间花费仅仅只是家庭作业

行为的一个方面，一些研究
[15]
表明家庭作业时间花费和成绩成正比关系；也有研究证明，两

者之间是反比关系或者并没有什么关系。

Cooper
[16]

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家庭作业存在一个最佳量，它取决于学生的年龄及发展

水平；家庭作业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或节点）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而一旦超

出某个节点，家庭作业可能起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甚至产生消极效果。乌申斯基在其分析记

忆活动时，也曾说过“在教育和教学的实践中，极为重要的规则是：不要教给儿童所不能接

受的课业，因为儿童消化不了这样的课业，它会损害儿童的记忆力，就像过重的体力负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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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身体的道理一样。”

美国学校健康教育小组在 2006 年的调查中发现：学生的家庭作业比 10 年前减少了。在

接受调查的 44.8 万名学生中，每天做家庭作业时间 1 小时的学生人数已从 1997 年的 86%降

至 2005 年的 64%。Lawrence Baines 教授
[17]

也曾提到，美国的高中数学教师一般一个星期

只给学生布置 140 分钟的数学作业。但他们看来，这 140 分钟还是过多，仍需探究有效的家

庭作业策略，缩短家庭作业时间。此外，有研究[18]表明相比低年级学生，家庭作业的数量和

类型似乎对高年级学生更重要，对于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来说，家庭作业的数量、类型和

成绩的联系更为明显。那些有学习障碍的、缺乏学业能力或者自律行为的学生，他们往往不

能独立、成功地完成家庭作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学生完成家庭作业越少，得到的分数更

低。

然而，我国学生的家庭作业量却相对较重，家庭作业不仅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主

要原因之一，也严重制约着素质教育的实施。栾小芳
[19]

通过对 147 名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学

生平均每天要完成的各科教师布置的各类家庭作业至少有六、七种以上。在调查的 147 名学

生中，只有 12.9%的学生在调查进行的那个星期除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之外没有其它的家庭

作业，而余下的 87.1%的学生，或有父母在家中布置的学习任务，或有各种校外学习班等布

置的学习任务，或两者都有。因此，多数学生每天要完成的大大小小的家庭作业数量平均超

过九种。胡咏梅[20]对北京、辽宁、福建、湖北、四川、甘肃 6 个省区 2454 名高中生家庭作

业时间的调查发现，高中生平均每天完成各科作业时间为 3.32 小时，其中，69%的学生平均

每天完成各科作业时间在 3 小时及以上，16.7%的学生平均每天作业时间在 5 小时及以上。

四、家庭作业质量

什么样的家庭作业对学生学习更有帮助？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有着特定目的、

需要练习技能的家庭作业？还是难度适中、符合学生兴趣领域和经历的家庭作业？一调查发

现，15%的教师提出，家庭作业应该根据学生区别对待，因为学生具有异质性，然而值得深

思的是，家庭作业很少被区别开来，相反，家庭作业对于班级的每个同学来说都是统一的。

corno
[21]

提到，相比布置一种类型的家庭作业，布置不同类型的家庭作业或许能够增加学生

的收获。

尽管调查家庭作业质量在学生学习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很少，但还是有一些研究。

Dettmers 等人
[22]

指出，衡量作业质量有两个指标：一是家庭作业的选择性，又被称为选择

适当的有趣的家庭作业；二是家庭作业的挑战性，在家庭作业对学生原有认知水平的挑战程

度。研究表明，学生对家庭作业质量的认知会影响学生的家庭作业动机。如果家庭作业质量

高，会有更少学生推迟或不完成家庭作业。Yasemin Tas 等人[23]的研究表明，学生对困难任

务的认知，清楚如何完成任务，是否需要更多的努力，布置高质量的作业有利于减少学生拖

延作业的倾向，而且当老师提供及时反馈时，学生也会减少拖延作业的行为。

杨润东[24]的研究表明，要保证家庭作业的质量，我们不仅需要明确布置作业的目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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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保证学生能够完成作业，同时作业要适量，形式也要多样化，最后对学生要有所反

馈。李佳，徐建平
[25]
通过对宁波市 4 所学校的实验数据分析发现，发现家庭作业的设计和布

置、批改和评价越合理有效，学生对家庭作业的态度就越积极，学生的学习成绩就越好。

学生作为认识与实践的主体，也可以且应该是家庭作业设计、评价的主体之一。在家庭

作业的设计上，应该把学生作为家庭作业积极主动的设计者、认识者、实践者、评价者。家

庭作业的设计与评价可以是教师、家长、学生自己，也可以是通过双方或三方的对话、协商。

知识技能类的家庭作业可以主要由教师来设计、评价，而体验类的家庭作业则应该主要由学

生或者由三方协商设计、评价。由学生设计或参与设计的家庭作业是个性化的家庭作业，可

以调动学生活动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还有研究指出，教师在家庭作业设计中，要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年龄。就家庭作业的

年龄适用性而言，Derek Houser 等人
[26]

指出，在家庭作业形式选择上，教师应该尽量考虑

到年龄的问题，选择在较高年级学生中使用小组合作这种家庭作业方式。而对年龄较小、自

我约束能力差且没有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学生，布置的家庭作业要尽可能丰富而有趣味。

Xu[27]建议，家庭作业应该是：有趣、给学生反馈、更多专注于教学生计划时间、给学生留有

课余时间。

现有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影响家庭作业质量。未来研究应该检验家庭作业质量的不同方

面，例如分配任务的变化性、给学生应用各种方法和创新的机会。高质量的家庭作业应该是

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布置不同的度的作业，使学生思考，帮助学生提高对材料的理解，培养

技能。

五、家庭在家庭作业中的作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是影响年青一代成长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水平对学校教

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当孩子把家庭作业带回家并向父母寻求帮助或者与父母交流自己

对于家庭作业的想法时，父母就参与了家庭作业过程并且家校之间的纽带就得以建立。《美

国学校数学教育的原则和标准》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在数学教育

中的角色和责任；数学教科书专门设计了家长参与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的栏目；每一所学校

都研制了能够规范和引领家长参与教育活动的家庭作业政策，并强调指出，父母的参与和孩

子关于家庭作业的相关行为（作业完成，作业质量）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父母积极的态度

能增强子女对家庭作业的价值观。Epstein
[28]

的研究发现，大部分家长认为，他们应该参与

到孩子的家庭作业中去，家长也意识到对孩子的家庭作业指导是他们作为家长的责任。

Patall
[29]

在一个元分析中指出，许多实证研究证明，父母参与孩子家庭作业对孩子学业成绩

有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但是，Dumont[30]提出，至关重要的是要区分父母参与家庭作业的维

度，而不仅仅参与的数量，因为父母不同形式的参与可能会产生不同结果。父母参与的形式

可分为控制和支持，控制指给学生施加压力以完成任务，支持指父母帮助学生或从精神上鼓

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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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国外学者关注到家庭在学生家庭作业中的作用，我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任宝

贵
[31]

指出，家长的责任具体表现为，对学生做家庭作业提供适当的支持与帮助以及与学校保

持联系。给孩子提供做家庭作业的适当场所是家长最基本的责任，而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日

常家庭学习习惯则是家长最重要的责任。汤静、黄琦
[32]

指出，家长若是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

过程，可以对孩子的学习有很大的积极影响；若是还能同时与学校保持联系和沟通，孩子更

是能成长为在相同家庭背景，相同智力条件下的孩子们之间的佼佼者。因此，我国教师在设

计作业时，也可以采用共同合作的形式，如由家长协助共同完成一项手工艺作品，由家长协

助学生背诵故事。通过家长的参与，让家庭作业更好地助益于学生的学习。

家长对家庭作业的参与现状如何呢？实际情况不容乐观。郑珊珊[33]指出，虽然有部分家

长会参与到家庭作业过程中来，但是仍然有部分家长对于孩子的家庭作业采取“不干预”政

策，即家长由于各种原因对于孩子的家庭作业情况不闻不问，没有起到家长的监督等作用。

由此看出，我们家长参与作业的观念还比较淡薄，但也有部分家长意识到参与孩子作业的重

要性。阎艳
[34]

谈到，遗憾的是家长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孩子的家庭作业，但是家长并不知道

怎样参与到孩子的作业中去才是科学有效的。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开办专门的讲座、发放资

料、开家长会等途径和家长沟通，为家长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方法。

长期以来, 在学生做家庭作业的过程中, 家长基本上是“监督者”或“督促者”, 而很

少是“参与者”与“指导者”。家长如何参与到学校教育之中，如何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之中，

是国内外学者着力研究的课题。笔者以为，家长参与孩子的作业过程，不仅对孩子的学习是

促进，更主要的是要求家长为孩子创设一个良好的家庭学习和教育的环境，营造共同学习的

家庭氛围，这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六、教师的家庭作业反馈

作为家庭作业的设计者，教师在家庭作业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教师可根据学生的需要和

能力调整家庭作业的目的、内容和形式。教师是家庭作业达到不同教育目的关键，永远不能

为了家庭作业而布置家庭作业，在布置家庭作业前应该确定自己的目的。Cushman
[35]
指出，

同家庭作业质量的重要性相似，教师所提供的反馈能影响学生的家庭作业努力程度以及学生

在家庭作业中的受益情况。Gibbs G[36]的研究也表明，反馈能够为学生的错误提供正确方向，

教师要给予学生及时的反馈。学生也表示，越得到更多家庭作业反馈，他们在考试中越会取

得更高分数。

Cooper
[37]

指出，教师对家庭作业的反馈可分为四个方面：其一，学生交了家庭作业后，

教师对作业全部批改或者部分批改，然后对全班讲解作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把作业做得

更好，或在每个学生的作业上写上评语， 指出存在的问题；其二，教师给学生的家庭作业

打分， 作为学期或学年评价的依据；其三，教师依据学生对家庭作业的态度，对学生给予

口头或书面表扬或批评； 其四，教师给学生一些物质奖励，如糖果、提前放学( 针对小学

生) 等。



http://www.sinoss.net

- 7 -

那么，实际情况中的教师反馈是怎样的呢？研究者对教师反馈也进行了不少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教师在检查家庭作业时，其评语往往不够激励学生，多数教师会对没有完成家庭

作业的同学说：“如果没有完成，那么不要进教室。”或者说“家庭作业中的题目是考试中

常出现的”，6 位老师中仅仅只有 1位老师打了积极评语：“做完了所有家庭作业，真棒！”

针对不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教师也有一系列的对策。比如，提问那些没有完成家庭作

业的学生，课前检查笔记，三次不做家庭作业的给父母送一份邮件，在教师记录本上给 0

分，或要求学生去图书馆做家庭作业。

程锦
[38]
指出，家庭作业反馈过程中的四个步骤为家庭作业的查收、批改、评定以及奖励

惩罚。查收作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学生能够按时按量完成作业，作业的批改为作业的评价提

供基础，作业的评定为后期的奖励或者惩罚提供依据。“责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无论

什么情况下，家庭作业不能成为一种惩罚手段，家庭作业是对学习效果的增强，而不是衰减。

适当给予学生奖励，可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郑珊珊
[39]

通过对济南

市 N 小学高年级数学家庭作业的研究发现，只有极少数教师经常写评语，大多数老师偶尔写

一次或者从没写过评语；教师较多使用表扬性评语和提示性评语，但是有的教师经常写批评

性评语；另外，由于教师的时间有限，评语大多较简短，语气生硬平淡，缺乏感情。

七、评论

学生的学习效果离不开家庭作业，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家庭作业的研究依然会是有效

教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纵观国内外关于家庭作业的研究，通过不断的思辨与实践，学者们

对于家庭作业的研究逐渐深入和细化。国外学者对家庭教育做了大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家

庭作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生家庭作业量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研究，实验研究较少。我国的家庭作业研究主要是一线教师对家庭作业的经验总结或思辨，

这些经验总结大多没有经过科学验证，不具有推广价值。关于家庭作业中存在的问题，现有

研究尚不能很好解决，且国内关于小学家庭作业的研究非常少，因此，对小学家庭作业有效

性研究是确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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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tudies for primary homework
He Xiang Yao Limin

（Institute of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

Abstract:Numerous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by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regarding homewo

rk in aspects that mainly include, (a) the contents and objectives of homework, (b) the efficiency

of homework,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ad of the assigned homework and th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d) the roles of students' parents in the completeness of their homework,

and (e) the feedback for/from homework.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these studies can valuably ins

pire domestic scholars to run more studies of homework and guide Chinese teachers for more ef

fec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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