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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在现代课程教学中，作业其不仅仅是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同样对于学生在知

识点的复习以及认知的提高等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作为小学教

师应该经常探讨研究如何对作业优化管理，如何更好的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对于小学英语作业管理而言，当下小学英语作业分为两大块：一是书面作业，二是

口头作业。相对于书面作业而言，显然口头作业的管理难度以及其最终效果的检验

难度较高，这也是近年来一直困扰小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造成的是

“口头作业”等于“没有作业”，没有办法真正发挥口头作业的作用以及价值。

当下我国整个课程改革中，强调的是如何在新时代下，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强调的是如何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帮助学生能够在素质教育的前提下，发挥自我的

多元化发展，提升自身的综合性的能力。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开始逐步取消低年级的

书面作业，而这本身更加要求口头作业充分发挥其作用，更好的让学生可以不断巩

固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也为其未来的学习以及个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何结

合现有小学英语特点，如何基于有序的口头作业的开展以及应用就显得至关重要，

也是未来小学英语发展以及学科教学中需要不断探索以及积极寻求合理的解决对策

以及建议的。

本研究主要依托于课改中对“口头作业”的相关要求，针对目前小学英语课后口

头作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对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进行管理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法，访谈法，行动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

微信公众平台下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进行 管理研究。

本文第一章概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等；第二章从文献综述、理论

基础论证可行性；第三章对基于微信公众平台下的小学英语口头作业管理作了研究；

第四章阐述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下的小学英语口头作业管理研究的结果分析；基于

微信公众平台下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优化对策；第六章结论和展望。

关键词：口头作业；小学英语；微信公众平台；作业管理对策；评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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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course teaching, homework is not only an extens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content, but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and significance in
students' review of knowledge points and improvement of cognition.
Therefore, as a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 we should often discuss and
study how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homework and how to better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For primary school
English homework management, the current primary school English
homework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written homework, the other is
oral homework. Compared with written homework, it is obvious that the
difficulty in the management of oral homework and the test of its final effect
are relatively high,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have been
troubling prim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n recent years. As a result, "oral
homework" is equal to "no homework", there is no way to really play the role
and value of oral homework.

In the current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the emphasis is on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the new era, and how to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to help students give play to their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under the
premise of quality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primary school stage, the
written homework of the lower grades is gradually cancelled, which requires
the oral homework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so that students can constantly
consolidat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cont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study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how to combine the existing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and how to carry out and apply oral homework in an orderly wa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t is also the reason wh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and subject teaching should constantly explore and
actively seek reasonable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III

This research mainly depends on class changes in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for "oral operations",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oral homework after class management, using We
Chat platform management studies in primary school English oral homework
after clas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interview method, action research,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We Chat
flat under the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oral
homework after class.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purpose, significance, etc. Chapter two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from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basis.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management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after-class oral homework based on We Chat
public platform is studied. The fourth chapter describes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after-class oral homework based on the We Chat public platform.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after-class oral
homework based on We Chat public platform; Chapter vi conclusion and
prospect.

Key words: After-class oral homework; Primary school English; We Chat
public platform; Oper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Evaluation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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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1.1 研究背景

在现代课程教学中，作业其不仅仅是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同样对于学生在知

识点的复习以及认知的提高等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作为小学教

师应该经常探讨研究如何对课后作业优化管理，如何更好的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积

极性。对于小学英语教学而言，当下小学英语作业分为两大块：一是书面作业，二

是口头作业。相对于书面作业而言，显然口头作业的管理难度以及其最终效果的检

验难度较高，这也是近年来一直困扰小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口头作业最终

的完成情况以及后续的监督等等都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落实以及实现。由此，造成

的是“口头作业”等于“没有作业”，没有办法真正发挥口头作业的作用以及价值。

特别是对于英语这样一门需要强调沟通交流，需要不断通过朗读而实现提高的学科

而言，口头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结合现有小学英语特点，如何基于

有序的口头作业的开展以及应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也是未来小学英语发展以及学科

教学中需要不断探索以及积极寻求合理的解决对策以及建议的。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当下我国整个课程改革中，强调的是如何在新时代下，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强调的是如何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帮助学生能够在素质教育的前提下，发挥自我的

多元化发展，提升自身的综合性的能力。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开始逐步取消低年级的

书面作业，而这本身更加要求口头作业充分发挥其作用，更好的让学生可以不断巩

固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也为其未来的学习以及个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受

制于一系列的外部因素，造成现有英语整体作业管理的欠缺，没有真正结合学生自

身实际情况，从而也不利于后续学生自我的发展以及成长。这些就需要小学英语教

师尽可能结合学科特点以及小学生自身的实际情况，而积极寻求合理的作业管理模

式以及策略，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乐在其中的同时，提高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切实有效的服务于整体的学科教学与开展。鉴于此，本论文首要目的就是初步探索

小学英语口头作业管理的基本规范，改变目前小学英语口头作业管理的无序状态。

将管理引进英语口头作业的视野，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才能使作业发挥更好的

效益，才能推动对小学英语口头作业管理的研究。

1.2.1研究目的

在当下教育部强调信息化发展以及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小学英语其本身也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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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时代发展需求，结合现有的信息化发展要求，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进行创新，

结合学科要求以及特点与现有的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其中，微信公众平台

功能作为近年来被逐步应用于学科口头作业管理的软件，其作用以及价值正在不断

被人们所认知以及感受。本文结合小学英语学科特点，寻求将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

与英语口头作业相结合的途径。

在这一平台中，能够更好的对学生口头作业的完成情况以及其效果进行一个系

统性的检查和检验，从而更好的提升整体口头作业管理效果以及有效性，进一步减

少以及避免后续口头作业形同虚设的情况出现。

1.2.2研究意义

在信息化、智能化高速发展的当下，小学英语的教学以及作业的管理也必然需

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脚步。因此，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之下，本文基于微信公众平台

的特点以及其内在的各类应用情况，提出一些优化作业管理的策略。通过微信等方

式去更好的实现现有课后口作业的管理，让学生可以尽可能的完成口头作业，并且

在微信平台实现提交以及反馈。这些对于当下的小学英语的发展以及学生自身的学

习积极性、主观能动性的提升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具体而言，本篇论文的研

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革新

小学英语课后作业的管理在过去都是较为程式化的方式，并没有真正结合时代

发展需求以及学生自我的需求而进行针对性的创新以及改革。由此带来的是学生对

于作业完成积极性的下降，特别是口头作业，学生基本上很难高质量的完成。在现

有微信公众平台下，无疑让学生对于口头作业的完成有了更多的兴趣以及积极性，

在满足学生学习满足感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认知度以及相互的帮助。

这些对于小学英语的学习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和价值，是一种有意义的教学改革以及

创新模式和策略。

（2）英语作业管理的信息化

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对于学生的学习以及创新而言，信息化本身无疑可以进一

步推动小学英语的发展。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必然需要结合小学英语的特点，结合

现有作业对于学生自身的实际要求以及特点，与现有的信息化模式以及手段进行结

合，从而更好的保证整体的小学英语作业管理效果的提升，避免口头作业管理过程

中的形同虚设。因而，本研究中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英语课后口头作业，更是需要

家长协助孩子录制好音频、视频，在统一规定时间内发送到平台上。我所代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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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英语课后口头工作和微信公众平台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好的寻求合理的作业管理

的信息化建设，让英语作业的管理可以得到实时的跟进以及反馈。

1.3 核心概念界定

1.3.1 作业及课后作业的涵义

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在 2009 版中这样解释“作业”的：“为

完成生产、学习等方面的既定任务而进行的活动。”。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到，对于

作业的定义本身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形式或者是特定的表达等等。

相对于此的是课后作业，从现有的相关著作或是学者的研究而言，也没有一个准确

的定义，对于其具体的表达以及认知依然是相对片面或是宽泛的。

不过我们可以从其字面意思去理解，课后作业就是发生在课后的作业，是有别

于课堂的作业，是需要学生在课后去完成以及实现的。课后作业作为学校作业的组

成部分，由于课堂中的时间有限，更多的是需要教师进行教学。因此，大部分的作

业都是留在课后做，也就意味着课后作业也是当下作业的重要内容，在其中占据了

巨大的份额。

1.3.2 小学英语口头作业

口头作业，要求学生以口头表达的方式来完成的作业。其本身相对于书面作业

的写作或是书写不一样，口头作业更多是一种口头表达的方式，其对于实际的作业

完成人员而言，锻炼的是口头表达能力。因此，其更多是在语文、英语等等语言学

科方面的应用，也是现有的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作业内容之一。

清代教育家颜元说过：“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对于当下的英语教学而言，

其本身需要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教学模式以及制度的介入以及应用。口头作业无疑是

英语教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通过沟通以及交流，能够提升个体自我的思维能力以

及表达能力。当下，口头作业作为另一种作业形式引导学生运用语言展示自己思维

的过程，是培养和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措施。英语口头作业作为另一种课后作

业形式，以“说”代“做”，非常适合中低年级学生的年龄和学习特点，即可以巩

固所学的知识，还能提高学生语言组织和表达的能力，减轻课后作业负担，学生通

过把学到的新知识以“口说”的形式进行练习，能有效促进学生掌握新知，增强学

习数学的兴趣。

课后作业是英语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课后作业学生容易造成

课堂教学内容的忘记。毕竟每天庞大的课程学习，需要的是课后作业对课堂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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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拢、归纳以及总结，需要的是大量课后作业的辅助，更好的保证学生对课堂教学

内容的温故而知新。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要更加重视课后作业的应用，需的

是能够更好的基于课后作业的应用以及开展，服务于学生自我能力的提高，让他们

对于课堂教内容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实践以及应用。

1.3.3 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英文简称We Chat，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下，显然微信已经成

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已经离不开微信了。微

信公众平台作为微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可以搭载内容，包括影像资料、

图文资料、声音资料等等，形成内容传播，让更多的企业形象、个人思想的表达等

等被外界所了解以及熟知。从现有微信公众平台的组成而言，其本身主要有以下几

种形式：

1.服务号，这样的账号往往针对群体或者组织机构。其更多的是一种服务性质

的，是将企业的形象以及相应的服务内容对外展现，从而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的寻

找到相关的服务内容以及进入端口等等。

2.企业号，旨在帮助企业、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

其本身是服务于组织内部需求的，从而保证组织内部沟通以及交流的顺畅性，更好

的保证内部信息有效共享，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3.订阅号，本研究涉及的订阅号，运营主体则是组织和个人。其中的内容可以

是广告、可以是企业推广的产品等等。通过订阅号，可以帮助消费者或是消费主体

去更加准确的了解所想要购买的产品。

1.4 文献综述

在如今我国不断改革教学的过程中，显然过去过重的课业负担需要不断改革，

从而更好的满足时代发展需求，促进青少年综合化、多元化的发展以及成长。其中，

口头作业的改革无疑是现代教学改革中的“先头兵”，如何让其能够发挥自身作用

的同时，更好的满足青少年自我发展需求就显得至关重要。由此，本文对其进行针

对性的分析以及研究，更好的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1.4.1国外口头作业的研究现状

美国对学生课后口头作业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科恩作为美国“进步教育运

动”的领军人物，在研究了 300 多种文献的基础上，写了《家庭作业的迷思》一书，

他认为如果教师一定要给学生布置课后口头作业，教师就必须自己设计，而不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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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教科书或教辅资料中准备好的练习题还要按照“提高学习质量和持续学习的欲望”

等理念来设计。 科恩还指出要设计学生感兴趣和富有个性的作业，还要适合家庭的

活动，这样有助于增进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连接。还有一些美国教育者认为管理课后

口头作业要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注重增强学生的学力、鼓励原创、培养学生的自

信心等。

从现有国外学者的研究而言，口头作业本身正在不断被更多的学者以及学校所

接受，他们积极寻求更好的利用现有的口头作业去满足学生自我的学习效能，更好

的实现课堂教学的延续性以及有效性。美国教育问题专家哈里教授通过研究发现，

相对于书面作业而言，口头作业本身对于学生的表达能力培养以及语言能力的培养

有着更大的帮助。因此，其认为未来的学校应该在语言教学中安排更多的口头作业

去满足学生自我学习效果的提升。英国教育学者安迪通过对英国 5所学校，30位教

师的走访调查发现，现有的口头作业本身并没有办法得到一种有效的实现以及应用。

特别是在后续的作业的完成以及监督过程中，其难度非常高。因此，作者强调在未

来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寻求一套完善的制度以及策略，从而更好的保证现有口头作

业的顺利实施以及应用。

除此之外，国外学者也从口头作业的管理方式以及其内容的多少进行了研究。

例如美国教育学者布朗教授认为在口头作业的管理过程中，要满足学校自我发展的

同时，也要能够控制量，不能够让其过多的耽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学者强调

在口头作业的管理过程中，需要更好的结合课堂教学内容，结合现有的课堂教学需

求针对性的管理以及开展。

1.4.2 国内口头作业的研究现状

相对于国外学者的研究而言，现有国内学者的研究相对较为分散以及零散。目

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

王华在《让初中英语口头作业见实效》中认为我国现有整体的口头作业的管理

缺乏针对性，去最初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学生对于其整体的

了解不足，没有办法切实有效的满足实际的教学需求以及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介入。

黄叶芬在《小学低段数学口头作业实效性的研究》中强调在未来的口头作业的

管理过程中，需要的是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沟通。通过合理的彼此之间的沟通以及交

流，更好的保证后续口头作业的顺利实施以及其效果的体现。

蒋伟娟在《开放思品作业引领“心灵”共鸣》强调口头作业不仅仅是一种单纯

的可以敷衍的作业。其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就需要学校以及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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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都予以足够的重视。

吴赛斐在《奏效低年级语文口头作业》中提出了合理的口头作业管理方式以及

策略。他认为口头作业可以结合学生的特点，结合整体的口头作业的管理需求而进

行针对性管理，去满足学生自我的学习需求以及课堂知识的复习与认知。

1.4.3 借助微信公众平台下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管理研究现状

从上述分析以及研究中可以看到，我国现有整体的英语作业研究相对分散，还

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领域。但是很多文章中都提到了作业管理问题，由此能够

让我们看到传统的作业管理存在一定的不足以及问题，其本身有许多地方是需要不

断进行探索以及寻求解决的。因此，现代学者开始积极寻求包括借助于微信公众平

台等等方式，与现代信息化的手段相结合，更好的提升作业管理效能的同时，与时

俱进，满足时代发展需求。

1.5 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理论基础

1.5.1 素质教育理论

在现代教学改革过程中，其强调的是素质化的教学，强调的是个体综合性素养

的提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求的是教学手段以及模式的多样化、多层次，要求

的是能够让人才更好的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更好的去提升个性化、素质化能力的培

养。因此，如今的教学中不再是单纯过去应试教育的课程设置或是作业管理，在教

学方式也要积极开展合作教学、主动教学等等多种教学方式的融会贯通，切实有效

的保证教学有效性以及合理性，更好的满足实际教学效能，让学生从过去的“要我

学”逐步向“我要学”转变，通过这样深层次的教学策略的介入，让学生可以潜移

默化的改变原有的认知以及学习方式。

假如说传统教育是“以分数论成败”，那么现代素质教育就是强调个体素质、

思想、道德、行为的综合性的发展以及成长。孩子不再是单纯的分数或是学校的学

习成绩，而是包括了其课外活动的参与程度、自我的学习能力、与人沟通交流能力，

创新创造能力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未来个体发展以及社会对

于个体的全新要求。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培养模式，才能够更好的提升以及促进个体

的发展，让自我更好的满足企业要求，更好的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由此，在现有的英语口头作业的管理过程中，显然也应该遵循上述方式以及策

略，不再是简单的进行朗读或是背诵等等。而是要与时俱进，因材施教，通过创造

性的阅读或是看图说话等等多种方式，去激发学生自我的潜能，全面提升学生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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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素养，让他们真正乐在其中的同时，不断促进其对于英语学科的热爱，提升

学生自我综合能力的提升。让每一个学生真正敢于开口说话，敢于与人沟通和交流，

让自己更加熟练的掌握英语这样一门语言。

1.5.2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是美国教育家、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 1983 提出的。作者

认为么一个个体他们都拥有多种智能，通过对于这些能力的综合性的应用，能够帮

助我们去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适应社会以及时代发展需求，从而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些能力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视觉--空间智能、

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内省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

相对于传统的智能理论而言，现有的多元智能理论不再是强调单一性某一方面

的能力，而是强调多种能力的共同融会贯通，需要的是能够熟练的将上述八种能力

进行共同的培养以及促进。因此，对于教师来说需要可以积极从上述八方面去培养

学生，让他们可以充分调动起身体的各个机能去解决问题，去更好的应对生活中的

困难以及学习中的不足等等。因此，在英语口头作业的管理中，教师必须要学会改

变，改变原有的作业管理模式，真正从上述八个智能做起，去更好的让学生能够了

解自我的发展需求，了解自我的不足以及问题，更好的为他们各类智能的培养奠定

坚实的基础。教师需要根据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设计多元化、个性化的作业，逐步

去引导学生多元化、综合性的发展。由此，对于现有的教师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挑战，意味着教师也必须要不断寻求自我能力的培养，不断去深造以及对最新的理

论和知识进行掌握与学习。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彼此之间

都可以在一个全新的模式下共同成长与发展。

1.5.3最近发展区理论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

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

平，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

对于教师而言，他们需要通过对于每一个学生细致的观察，通过与每一个学生

近距离的沟通以及交流，了解学生的特点，并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进行针对

性的教学模式与策略的制定。由此，能够保证现有的教学模式以及内容更好的满足

学生自我的实际需求，更好的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学生自我学习积极性

以及主观能动性的提升。因为，如果教学的内容让学生难以理解，他们也就没有兴

趣继续学习，也就没有兴趣继续参与课堂的讨论以及教学了。在这一前提下显然最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B4%E6%9E%9C%E6%96%AF%E5%9F%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80%E8%BF%91%E5%8F%91%E5%B1%95%E5%8C%BA%E7%90%86%E8%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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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发展区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兴趣以及自我的能力所在，更好的构建起一套完善的

教学模式以及制度。教师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案的构建，无疑最大限度的提升以及促

进了学生自我的成长，让他们在一个良性的发展区间下成长。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

式以及策略而言，显然现有教学方案以及制度能够更加接近学生自我的实际水平以

及能力，切实有效的提升教学效果。同时，学生本身也会因为对于教学内容的兴趣

的提升，更好的形成课堂教学内容的互动。

在维果斯基看来，最近发展区对智力发展和成功的进程，比现有水平有更直接

的意义。现有的教学内容更加贴合了学生的兴趣，也更加尊重了学生自我的特点，

尊重了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性，避免了传统一刀切下的教学模式的单一性以及学生

参与性的不足。微信公众平台其本身无疑作为一种全新的作业管理方式，能够让学

生自主的进行内容的控制以及学习，并且其本身可以结合每一个学生的特点，而去

选择符合自己能力的学习方式以及作业完成方式等等。与此同时，整个微信公众平

台的应用并不会因为学生能力的高低不同而产生影响，这些都更好的保证了学生自

我的参与性，更好的提升了整体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及有效性。

1.5.4信息化教学理论

在当下越来越强调信息化发展，强调数字化发展的时代中，显然信息化教学是

大势所趋，其本身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更好的满足以及契合了现有的教学需求，提

升整体的教学效能以及有效性。因此，在信息化教学理论下，要求的是我们每一个

学习者以及教学者熟练的运用现有的信息技术手段，去支持以及提高教学有效性以

及模式，去更好的指导现有的教学方法的介入以及应用，保证整体教学效能的提高

与改善。

在当下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下，其本身对于信息化教学的推广以及应用

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人们可以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而是可以随时随地

的进行教学等等。这些都是传统教学中所没有的，从而更好的提高了教学效果的同

时，减少了地域、空间等等对于现有的教学方式以及模式的限制。因此，在二十一

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信息化教学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在信息化教学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许多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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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的应

用实践及案例分析

2.1 作业管理的前期准备

2017年 9 月起，笔者在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实验小学三年级组，在整体的研究以

及学习中，对现有的英语教学工作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以及探讨，通过研究去了解

现有的口头作业的实际应用情况，了解其实际的作用以及价值。开学初的一个月，

每日的口头家庭作业形同虚设，学生对于最初的口头作业的参与度较低，不愿意去

参与其中，并且认为教师不会检查，也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本身无疑对于现

有的英语教学而言，是会影响到后续学生自我的学习的。因为英语是一门需要不断

进行口头练习以及交流的学科，如果没有办法进行及时的沟通以及口头锻炼，就会

影响到后续的实际教学效果，影响到整体的英语教学有效性以及合理性。因此，在

这一背景下我认为需要的是寻求合理的教学模式的应用，需要进行一定的创新。否

则如果依然是过去的故步自封，不利于整体的英语课程的教学以及开展。

由此，我积极去与周围经验丰富的教师沟通，希望可以找到一套完善的方式以

及策略，去更好的避免这样的尴尬情况出现。不过在沟通了一圈之后，我发现大家

面对现有的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管理并没有一套有效的方法，更多是依赖于学生以

及家长的自觉性。他们认为教师本身能做的非常有限，要想对现有的实际情况进行

改变，无疑难度非常的大，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去尝试全新的方式。而且教师们也认

为现有的考试也更多是书面考试，并没有口语的考试，这些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大家

的倦怠感。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显然这样的思想以及方法是错误的，对于英语而言其

本身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同样也是需要提升学生实际对于这样一门语言的掌握

情况，需要的是学生熟练的掌握，并且将其应用到日常的生活中，需要的是一种沟

通以及交流能力的培养。如果仅仅是会考试，那么显然与英语的最初教学要求相违

背。因此，在一系列的考虑之后自己决定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在积极参考了国内

外学者的先进教学理念以及现有的英语学科的实际特点之后，自己决定通过贵微信

公众平台的应用，借助于这样一个全新的模式的介入，更好的提升整体英语课后口

头作业的应用，让其能够更好的得到学生、家长以及教师的多方面的认可和理解。

在确定了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之后，自己就开始了一系列的问卷的搜集以及相

应的开展方式的学习。毕竟微信公众平台本身对于自己以及家长而言虽然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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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东西，但是其在现有的英语口头作业的应用中依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依然

是需要自己不断进行摸索的。特别是在具体的应用方式、频率等等多方面都是要求

自己能够进行针对性的归纳以及整理的，更好的服务于整体英语课堂以及课后作业

的管理和教学需求的。在这一过程中，自己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共计发放了 135

份问卷，去了解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应该以何

种形式进行开展等等。只有把这些内容确定了，才能够更好的为后续的实际应用模

式以及策略的完善奠定基础。

考虑到英语口头作业其本身的形式是通过口语表达以及朗诵等等方式，这些也

就决定了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要符合实际的口语表达需求，这些都是需要未

来的教学中进行针对性的优化的。并且，作为一种全新的作业新模式，其不再是单

一性的，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际平台以及其丰富的形式，去更好的提升以及

激发学生自我的参与性和主观能动性，这些对于整体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都有着

积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教师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去更好的观察现有实际情

况，去了解学生的实际课后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家长整体的监督情况等等，可以说是

一种多方共赢的情况。

下面是对某些英语搭配的具体说明：

作业内容：笔者将之分为读背结合，看图表达，拓展阅读三个层次，读背结合

主要指课文重要单词和常用句型；看图表达指的是听说活动；拓展阅读指与本单元

学习内容相关的英语阅读内容等等。并且，在实际的内容制作以及作业管理中，考

虑到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仅仅只能够进行一次图文信息的发布。因此，在作业

的布置过程中自己不再是单一性的内容设计，同样配合了文字及图片等等方式，并

且一些图片中还加入了音频等等，这些都能够更好的丰富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作用

以及其价值的应用，更好的提升了整体的实际应用效果。此外，多种形式的应用以

及介入，对于学生自我的参与性以及他们的兴趣调动也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和价值。

这些都是自己在最初的学习以及参与过程中所不断形成的认知，可以更好的吸引学

生去完成这些口头作业。

作业评价反馈：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板块，最常用的是课堂授课和课后具体辅导，

家长把当天语音作业上传到公众平台后，老师集中查看，下节课课堂上对孩子们作

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点评，个别作业完成不理想的孩子，找时间对其进行详细

的辅导。通过这样的反馈方式，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实际作业完

成情况，帮助教师去对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指导以及沟通，帮助他们改善以及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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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问题，对现有的实际学习状态以及学习积极性进行合理的促进和激励。另一

方面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以及反馈之后，也能够意识到自我的不足，进一步让自己可

以在一个全新的模式下改善以及优化自我的行为，更好的提高了整体微信公众平台

应用效果，不再是传统的口头作业那样仅仅是一种学生自我的参与，没有形成与教

师之间的互动等等。显然在这样的反馈模式下，形成了一种良性的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互动，更好的带动了彼此的参与度，提高了微信公众平台在口头作业应用中的效

果以及价值。

多种方法：针对三种作业内容，笔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管理。多元化的方法

的应用提高了学生自身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避免了传统的口头作业管理中的枯

燥而造成的学生完成度的下降。毕竟口头作业的目的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完成，其

在于提升学生自我的开口能力，在于学生能够同构不断口头作业的完成，去更好的

培养自我的阅读以及学习能力，去更好地提升自我的表达能力等等。因此，笔者通

过多种方式方法的应用，通过发送相关音频，视频，或者自己的录音，供家长参考

了解。这些都能够更好的实现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价值，让不同的人员参与

其中之后，更好的培养了彼此之间的满足感，促进学生自我的不断成长。

2.2 作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对于现有的作业管理而言，微信公众平台本身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因此，其在

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也必然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

解决，无疑会适得其反，会造成后续实际应用效果的大打折扣。因此，也就需要结

合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寻求针对性的改善建议以及策

略，切实有效的保证后续实际应用效果和与合理性。从现有的作业管理的问题而言，

其本身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

一是学生以及家长在微信操作上的问题。微信公众平台的操作虽然大家都不陌

生，不过在具体如何进行口头作业的完成中，大家依然有一定的学习的过程。这个

也是困扰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口头作业中的应用重要制约因素。如果花费大量的

时间在操作中，这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造成无用功的情况。

二是教师在作业内容的设计问题。在现有的课后作业的管理过程中，需要的是

积极寻求各类素材以及内容。显然这对于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毕竟，当下

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依然是刚刚开展，在英语学科方面的素材以及音频资料的介入

较少。如何结合现有的课堂教学内容以及相关词汇的学习需求进行针对性的课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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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也是未来自己需要不断努力完善和优化的。

三是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量的问题。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其本身考虑到一个操

作时间以及人们对于其实际接受程度。也就意味着现有的课后作业的量就成为一个

重要的因素。如果多了势必会造成后续大量的精力，造成没有办法去完成别的学科

的作业。同样，如果少了也就意味着操作时间可能要超过后续的口头作业的完成时

间。这些也是需要在后续的作业管理中不断摸索的，更好的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切实有效的发挥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实际作用以及价值。

2.3 作业管理的步骤

对于现有的作业管理而言，其在实际的应用步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准备阶段：（2017年 9月——2017年 12月）

2017年 9月底，笔者在所代的三个班讲解了国庆英语口头作业的要求和上交的

方法。通过对于整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际使用流程等等，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了解

到其实际的价值。在课堂中对具体的使用方式以及方法都进行系统性的讲解，并且

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应用，如何进行操作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讲解可以让学生更好的

进行应用。同时，也在班级微信群上同步发出了相应的操作步骤等，让家长能够更

好的去接受现有的操作方案，更好的提升了操作效果以及合理性。这些对于整体的

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都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和价值。同时，通过双保险的方式也保证

了家长以及学生可以更加熟练的操作，更加娴熟的对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有

一个较为深刻的认知。同时，讲解完之后，安排了英语口头作业，作业上传的具体

要求如下：

（1）发送地：老师的个人微信

（2）发送时间：2017年 10 月 1日到 6日

（3）作业内容：26个字母：

在完成作业之后，笔者与部分家长以及学生进行了沟通，了解他们对于现有的

微信公众平台在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中的应用认可度以及其中所存在的不足等

等。由此，对于后续的进一步的完善提供了积极地参考以及相应的价值。

2. 实施组织阶段：（2018年 1月——2018年 4月）

（1）英语微信群的建立

通过上一阶段的应用之后，学生以及家长他们对于现有的情况有一个较为初步

的认知了。并且，从最初的反馈之后有了一定的认可，这些也就可以更好的为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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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提供积极的帮助。因此，有了之前的经验之后后续进一步的开展铺平了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阅，笔者建立英语微信群，并取名实验小学三（三）班三（四）

班三（五）班，发送英语教学相关的信息。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现有

实际情况，让他们更多的参与到整个微信公众平台应用讨论中，最大限度的提升了

应用效果以及大家的接受度。

（2）英语微信群的运行

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反馈可以让我对于每一个学生所上传的内容进行针对性的

阅读以及了解，对于学生他们学习的情况以及作业的完成情况更加充分的了解以及

认可。这些都可以帮助后续的课后作业的审阅以及反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

每一次的反馈之后我都积极与学生沟通，在班级群里进行沟通以及告知。

（3）素材管理板块的管理

素材管理主要有图文消息的编辑，保存和发送，课堂实况。这些都是非常有用

的素材，可以帮助自己在后续的实际各类作业发布相应内容表达等等奠定坚实基础。

3.总结阶段（2018年 5月——2018年 8月）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中的应用

不足进行总结，为未来后续的进一步应用提供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另外,对于整体的

实际应用情况以及其策略进行了归纳，最好形成文字汇编。

2.4 作业管理的方法

对于作业管理的研究而言，由于其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内容，因此也就需要采

用多方面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及应用。因此，笔者在实际的管理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包

括以下几种：

1.文献研究法：对于现有的作业管理的研究而言，国内外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

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在最新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的研究而言，能够找到的资料非

常有限。在有限的数据以及资料中，笔者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归纳，并且对相关

的学者进行了走访沟通，力求可以或得第一手的资料的同时，更好的为后续的研究

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保证现有的作业管理的研究以及后续策略的提出符合整体的

研究需求。

2.访谈法：这一方法主要是在于现有的学生以及家长的实际沟通以及访谈中进

行应用。通过与相关参与人员的访谈，可以帮助自己了解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微

信公众平台实际应用的效果。这些对于后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策略的完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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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都有着积极地作用和价值，更好的保证整体研究的客观性。

3.行动研究法：在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中，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理论

的研究以及应用。其本身更多是一种实践的应用以及操作，需要的是通过实际的微

信公众平台下的口头作业的应用，得出合理的结论和实际的内容。因而，在本次研

究中通过实际的案例以及相应的测试等等方式，更好的了解了微信公众平台在课后

口头作业应用中的实际情况以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些也都能够为后续的实际改

善以及完善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4.问卷调查法：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际应用中，为了能够充分了解其效果以及

学生、家长对于其接受程度，就需要通过问卷的方式，通过定量的方式了解现有的

微信公众平台在课后口头作业的应用价值以及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证后

续微信公众平台应用有效性。并且，对于自己而言也能够通过直观的方式去了解学

生、家长对于微信公众平台在英语口头作业的应用价值以及接受度、使用频率等等，

这些都对于后续的完善都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以及价值。

5.案例分析法：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还通过作业管理的案例，实际应用过程中

的效果案例等等的了解以及选择，通过与相关学生的沟通以及课堂案例的应用等等，

去更加真实的体现以及展示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英语口头作业管理中的以及其价

值。

2.5 作业管理的案例分析

在现有的作业管理中，其需要的是与时俱进，需要的是结合时代发展需求进行

合理的内容制定以及相应的作业管理模式的建立等等。因此，为了充分了解现有的

作业管理实际作用以及其价值，了解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课后口头作业的应用效

果等等，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案例分析，力求更好的直观性的体现现有的微信公众

平台的价值以及应用效果。由此，通过以下几个案例的分享去展示其价值：

案例 1：案例一：在准备学习〈〈义务教育课程规范实验教科书英语 PEP〉〉四

年级上册 Unit3 weather 前，我布置了一个动手作业，请学生去观看当天晚上的天气

预报，学习怎么播报天气，然后用简单的句子试着英语表达，例如：It is fine.It is cool .It

is cold.It is warm. 当天晚上九点之前家长协助微信拍摄小视频发到班级群里。从学生

交回的作业中可以看到，学生们的作业完成的非常好，每个人都是小主持人灵活的

播报当天的天气状况。有了课后微信平台的督促和监督作用，除了让笔自己对于第

二天的新课有了很好的预估和把握，提高了上课的有效性，也让学生们有了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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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同时将英语语言更加得贴近生活。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全新的课堂教

学内容的开展，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更好的形成课堂内部的互动，彼此之间

的关系其乐融融，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学生对于英语的认知，提高了他们实际的交

流能力。在作业的分配和设计方面要充分结合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教材要求

的重难点，进行科学性，针对性的分配安排。

在学习 Unit3 weather 第一课时时，通过 travel 引出话题，让学生坐上哆拉 A梦

的时光穿梭机瞬间到达自己想去的四个情境，通过图片让学生感受当地的气候，并

且，每到一个城市，让学生呼喊那个城市的英语名称，We are coming! 通过创设这样

的游戏情境，学生们兴趣高涨。在学生们跃跃欲试的时候布置了回家口头作业：请

“大家按照上课老师教的方法录制口头视频，分别去北京，上海，成都，太原。It’s warm

in Beijing. It’s cool in Shanghai. It’s hot in Chengdu. It’s warm in Taiyuan.”当天的口头

作业完成的非常好，学生们在完成这极具趣味的口头家庭作业的过程中，不再是一

种非常被动的，而是非常主动的，非常乐于参与其中，并且参与度非常得高，形成

了一种积极、主动的参与性，切实有效的提升了整体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效果。这

本身是是一个需要家长和学生共同配合完成的作业，家长和学生可以形成一种互动，

提升他们的参与性兴趣和积极性。通过实际的沟通了解，家长和学生对于这样的一

种全新的形式都非常的认可，认为可以在后续的实际应用中不断地推广以及进一步

的开展。

为了能够帮助学生记住现有的课堂内容以及重点单词和固定搭配，笔者在课后

自己画图以及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把核心内容发送到班级群里，让学生及时巩固回

忆当天所学知识。然后让学生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设计出自己当天所掌握内容的思维

导图，让家长协助发送至班级群。及时发现当天知识掌握有困难的学生，或者发音

不准表达不完整的学生，帮助他们进行纠正和强化。另外每天还会选出十名微信口

语作业完成好的学生，坚持二十天，就可以成为口头作业希望之星，并且予以表扬

奖励。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和反馈管理也是相当重要的。

通过课后的反馈可以看出，学生本身对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有不错的反馈，

认为这一方法能够较为有效的保证自我的学习积极性。并且，自己在这一方式下更

好的学会了去使用一些固定搭配，去让他们应用到实际的学习中，提升了学习效能

以及合理性。

案例二：新版〈〈义务教育课程规范实验教科书英语 PEP〉〉教材中，涉及了

童话故事，大部分学生对这部分内容知之甚少，而课本仅仅只涉及了小部分内容或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管理研究

16

者只是个开始，这就要求教师能够开发更多的拓展阅读的内容，让学生能够系统的

了解人物生平、小说情节等，帮助其更好的欣赏这些作品，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同

时更好的感受中外文化艺术的区别。

1.作业内容

学生在学习《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PEP）（三年级起点）（2011年版）五年

级上册 Unit 4《Snake and Rat》 部分时，文章介绍了故事的开始，即田鼠如何机智

地被蛇吃掉的厄运，没有介绍后续的内容，而同学们都对故事的后续发展很感兴趣，

而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完整的看过这个故事或者相关的电影，为此专门设计了“一起

讲故事”的作业任务，这一任务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较长，应提前做好计划。教师

在微信群中为学生提供所需的故事资源，如电影资源、动画资源或文本等供学生下

载观看，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分组协作的方式开展对故事情节的了解，进行交

流评价，分析故事人物，简述故事内容。

2.作业步骤

我们以《Snake and Rat》这一主题为例：第一步，确定主题。教师创建“一起

讲故事”的主题任务并在描述中提出问题：“Rat在逃脱 Snake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你最喜欢其中的那个角色？最喜欢哪个情节？”问题明确后，开始进行第一项任务：

小组合作的形式来阅读后续的故事内容，然后完成故事的简述。明确任务之后，由

确定好合作的小组及成员，力求小组实力较为均衡。

第二步，分组协作。每个小组根据任务的要求，每位组员领取好任务，制定好

计划，通过搜集资源，了解故事背景和故事情节，最终，每个小组都完成一次对故 事

情节的描述，有头有尾，并上传至平台。每个小组再选出公认最受人喜欢的角色并

阐述原因，详细描述大家最喜欢的情节。教师可以根据各组制定的计划，检查追踪

学生的完成情况，对于个别小组可以及时提醒。

第三步，修改润色，完成作品。各小组通过各种方式搜集所需资料，教师提供

相关的网络资源，各小组将活动进度表填好上传，方便教师及时了解活动进程并提

供指导。同时，在微信群开始话题，各小组可以进行资料上传，实现资源共享。在

完成资料的整理分析后，各小组上传自己的作品并进行交流汇报。其他同学和教师

可以随时评价，评价可以采用分数、等级、评语的形式，具体的评价办法由教师根

据作业的完成情况来制定，评价结果统一汇总之后进行展示。

第四步，展示评价。通过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三种方式对各小组的完成情况

进行评价。活动成绩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不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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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加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的日常表现中去。除了等级方式之外，还可以利用评语

和分数的方式，教师和学生可以用不同方式进行评价。

3.作业反思：本次作业旨在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外国的故事进而更好的了解外国文

化，同时引导学生将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进行对比找不同。教师能很好的了解各组

的任务完成进度，提醒学生作业任务的时间限制等，同时保证学生的资料搜集和作

小品主题不偏离作业要求。另外学生以分组协作的方式完成任务，锻炼了人际交往

和沟通表达能力，学生喜欢这种形式丰富的作业形式，学会了自己去主动学习，能

自主合作的明确主题、搜集资料、分析整理资料。让学生更好的运用语言，拓展思

维，充分锻炼胆量和口头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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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研究

结果分析

3.1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调查分析

为了能够充分了解以及知晓现有微信公众平台下的英语口头作业完成情况以及

其实际的价值，笔者对参与到学生进行了系统性的调研，以更好的为后续的实际应

用方式的开展以及改进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次调查问卷全部来源于小学生和家长，

本次搜集共计收到了 210份反馈，每一份反馈的内容都非常详细，并且能够按照要

求完成。因此，发放 270份问卷，回收 210份，有效 205份。对问卷得出的数据进

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从调查数据得知，如图 4.1所示，40.68%的孩子对口头作业表现出非常欢迎

的态大部分的家长认为通过微信录制口头作业可以帮助孩子很好的巩固当天所学知

识点度，39.69%的孩子也对口头作业表示欢迎，19.63%的孩子表现一般。由此说明

了学生整体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方式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认为其能够更好的服

务于后续的口头作业。并且这也表明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方式可以在未来进一步的推

广以及开展。

图 4.1学生对微信公众平台布置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欢迎程度

2. 从现有的统计结果，图 4.2，可以看到，孩子和家长录制一次口头作业所花时

间在 1 小时以下和 1-2 小时的孩子分别占到 53.32%和 39.3%。这一结果本身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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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本身的时间成本以及花费并不算太多，而且随着熟练度的

提升，其后续的实际使用时间会进一步降低，这些可以更好的节约时间的同时，提

升了微信公众平台在口头作业中的应用效率，更好的保证了整体微信公众平台应用

效果。

图 4.2 学生录制英语课后口语作业的时间

3. 三年级的孩子正值爱玩好动的年级，他们自身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不过其

自我的动手能力或者说是实际的操作能力依然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在这一情

况下就更加需要家长进行合理的辅导以及帮助。由此，在这一过程中家长要能够对

学生自身的实际行为以及操作方式进行指导以及监督，从而保证整个视频录制或是

作业完成的合理性以及高效性。

4．据统计，几乎全部的家长认为一周 1-2次英语课后口头作业是比较合适的。

可以看出，对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际应用频率，家长认为并不需要太多，太多可能

会影响到其他学科作业的完成。这也就需要在后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的口头作业的

设计过程中，尽.可能进行适当的控制以及管理，在提升学习效果以及积极性的同时，

避免对于其他课程作业完成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在未来的学习以及发展中不断进

行优化的，更好的满足日常学生自我的作业完成需求。

78 位家长对口头家庭作业这一形式予以了高度赞扬，认为英语为一门基础又综

合的学科，口头作业可以增加孩子的新鲜感，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理

解能力等，希望老师在下学期继续保持，但是，细心的家长也根据自家孩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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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阶段的口头作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序号 14 的家长希望老师能加强

口头看图说话的测试；序号为 32 的家长希望调整作业布置的时间，周一开始出题，

周末交，给足孩子准备时间，也利于家长合理安排；序号 39 两位家长则建议老师加

入小组合作，丰富口头作业的形式和内容，这也是众多家长在肯定了口头作业的同

时对下一学期的口头家庭作业提出的新希望，我将认真考虑家长们的建议，坚持亲

子朗读、故事分享的同时设计更多丰富多彩的口头作业。

为了进一步了解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实际应用的时间，笔者对于具体应用的合

理时间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查。据统计，一周 1-2 次口头作业的频率是比较合适的。

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在后续的口头作业的管理过程中，应该在这一频率下。

5. 在作业兴趣方面，如图 4.3所示，近九成的学生不喜欢做作业，这是一个可以

想象的现实，但也暴露了现在作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业内容和形式完全无法

激发学生的作业兴趣。在作业过程中，遇到难题半数以上的学生选择请教老师，其

余选择问同学或者直接跳过去。

图 4.3 学生对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喜欢程度

6. 在现有的评价方式中，学生希望自己的作业以等级的形式呈现，优于分数者

其他方式，但是现有的评价方式非常有限，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及实时反馈并不多。

同时，近八成的学生都认可自己的作业被教师评价，同时也有部分希望可以被同学

评价。全部学生希望在微信平台下能够接触更新颖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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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学生对小学英语课后口头各种作业形式的喜爱程度

7. 通过访谈调查得知，目前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形式太过单一，学生完成积

极性不高，大部分学生表示乐意尝试微信平台下口头作业的管理，期待微信平台所

提供的交互平台、课程资源和相互评价等功能。通过这一平台的管理，可以尽可能

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3.2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调查结论

从整体上看，我班家长对口头作业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普遍较高，这令我对下学

期班级英语微信口头作业的布置增添了信心和动力。目前来看，我班学生整体上对

微信英语课后口头作业表达出了喜爱和较浓的兴趣，不存在抵触情绪。大部分的家

庭都可以在 2 小时以内完成视频录制，孩子基础好，录制效率高的家庭最少也要花

费 2 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中间段，也就是 2-4 小时的家庭也不在少数，结合家长

上交的视频质量，从侧面反映出想要录制一次质量上乘的视频作业不是那么容易的，

家长的责任心，孩子的上进心都在激励我不断完善课后口头作业的评价反馈体系，

使他们完成口头作业的热情能够持续。三年级的孩子正值爱玩好动的年级，动手能

力也有待提高，一份高质量的口头作业离不开家长的从旁监督和辅助，令人欣慰的

是，再忙的家长也会抽时间和孩子一同完成。口头作业在家长的参与、督促中让孩

子感受到亲子合作的乐趣，使他们乐于去挑战、完成。

目前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形式太过单一，学生完成积极性不高，大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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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乐意尝试微信平台下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管理，期待微信平台所提供的交互平

台、课程资源和相互评价等功能。教师通过这一平台的管理，可以尽可能激发学生

的创造力，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传统的英语课后口头作业仍然以习题练习、记忆短文、作文练习等方式为主，

整体来说，学生缺乏英语的学习环境，也缺乏从这种环境中获取信息和培养技能的

机会，无法根据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选择作业内容和作业形式，遇到问题时无法与

教师或者其他同学交流，提交作业之后也不能及时检验结果、无法即时修改、无法

随时查看教师及他人的评价。微信公众平台下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的价值就

在于改善现有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方式的弊端，激发学生的作业积极性，能

够逐步提高作业效果，丰富作业评价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借助微信

公众平台来实现这些操作需求，我们根据需要随时调整添加，主要针对作业专题讨

论、反馈、测验、评价等功能模块来进行作业管理，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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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对策

4.1 增加微信平台下班级英语口头作业类型

4.1.1 读背结合

在当下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其本身要求的是能够通过多元化、

多层次的方式，通过更加形式多样的作业类型的设计，从而满足实际的应用需求。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要去的是可以通过合理的阅读以及背诵等等方式，让整体的学

生对于英语的词句以及语法有一定的感知。通过朗读，从指读起步，慢慢学会默读、

速读，朗读要做到逐字逐句理解、揣摩之外，还需把握语调、节奏。这些对于未来

学生英语语法的掌握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让每一个学生在现有的微信公众平

台的应用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感悟，为后续的学习以及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家长而言，则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对学生的背诵以及阅读进行合理的

评阅，教师本身也可以在上面进行同类的操作等等。这些无疑对于微信公众平台的

应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让其能够进行一定的扩展。对于学生来说，这样的背诵以

及朗读，也更好的调动起了他们学校的积极性，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现有的位置

上进行合理的自我能力的提高。

4.1.2 拓展阅读

在英语教学以及口头作业的开展过程中，阅读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阅读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句的朗读，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思考，要对其中的语境

以及一些语法的应用有自我的认知和感悟。微信公众平台本身其阅读内容更加的多

元化，利用网络的便利性，可以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阅读材料进行汇总以及归

纳，从而更好的为现有学生的发展以及成长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让他们在阅读中

感受不同地区的文化，感受英语本身的魅力以及其内在的价值等等。

同时，作为一名三年级的英语老师，我认为在现有微信公众平台下的阅读模式

以及策略的培养，还可以帮助学生形成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学生自我的阅读习惯

的培养，对于他们未来自我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综合素养、能力的提升都有着积极

的作用以及价值。因而，在每天的口头作业的布置过程中，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自

己喜欢的视频或是书籍进行阅读，并且对最终朗读内容进行上传。我也会在班级中

对这些优秀的作品进行展现，通过朋辈之间的相互学习，更好的促进学生自身的学

习能力以及学习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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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看图说话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综合能力以及素养的提升不仅仅是在简单的阅读中，

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跟随式的学习方式。因此，在微信公众平台应用中要充分利用

其中的图片以及内容的展示作用，不断让学生形成一种有效的自主学习的模式，让

他们可以结合整体的图片等等方式进行内容的阅读，要充分调动起他们的好奇心。

通过看图说话的方式，让学生可以更好的实现发散性思维以及学习自主性的提

高。并且，相对于单纯的阅读或是朗诵而言，显然看图说话的价值以及其应用更加

的广泛，更好的保证了学生自我的思考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更加多层次的思考去自

我组织语句，去让自己在过去课堂中的内容学习融会贯通，真正提升了整体的英语

学习有效性以及合理性。

4.2 微信平台下班级英语口头作业反馈

学习必须获得信息的反馈，只有得到合理的反馈才能够更好的提升学习效用，

并且在不断地反馈中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模式以及内容的改善。因此，在现有的微信

公众平台下的英语口头作业管理中必然需要的是合理的反馈的了解，从而才能够更

好的保证整体教学效果，也可以帮助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方式的改善。

4.2.1 家校联动，综合反馈

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会有分层性的英语口头作业。通过与家长之间的有效联

动，更好的提升以及促进整体微信公众平台下英语口头作业管理效果。毕竟英语口

头作业其需要的家庭的支持，只有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有效联动以及合作，才能够更

好的保证以及提升整体作业完成有效性以及合理性。因此，在这一规程中教师要积

极与家长沟通，了解他们在实际微信公众平台操作中的问题以及不足，了解他们实

际的虚拟去，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告知其如何改进。并且，可以定期与家长开会，了

解具体的改善模式以及制度，这些对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以及

价值，更好的为后续的应用效用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4.2.2 课堂跟进，及时反馈

老师的表扬会促进学生的进步，每月评选口头作业希望之星，予以表扬奖励。

这本身无疑可以更好的让现有微信公众平台应用进行有效的推广，让每一个学生能

够针对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情况有更加充分的认知，也对于自己的表现有一个全面

性的感受。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手段而言，显然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本身的价值以及

作用更大，也能够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观能动性。因此，通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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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跟进最大限度的提升了整体微信公众平台应用效能。

4.2.3 课后辅导，个别反馈

在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中，我们不能够仅仅是重视其实际的运用过程，

同样也是需要能够对于其后续的结果进行针对性的了解。因此，良好的课后辅导是

必不可少的，其本身也是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便捷性而进行的一项操作以及应用。

课后辅导主要针对班级后进生，他们自身在课堂中可能没有办法跟上教师的节奏，

这些可能在课堂中没有办法发现。但是，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课后时间，我可以通

过对于他们的视频以及实际口头作业的完成情况的了解以及分析，从而更好的结合

他们的不足进行一对一的辅导，这些对于学生的成长以及与教师之间的信任的建立

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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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和展望

5.1 结论

小学英语口头作业的管理难度系数较大，实际监督难度也相对于书面作业。因

此，本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与相关学者、教师进行沟通以及交流，力求能够更好

的寻求与现有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结合的有效合理的信息化作业管理方式，让现

有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作用以及价值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以更好的满足实际口头

作业的布置需求。通过一年的研究，本次研究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价值。其具体

研究结论如下：

（1）微信公众平台方便快捷，具有良好的时效性

相对于过去在课堂中的作业反馈而言，显然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际应用较

为简单，无论是家长、教师还是学生都能够非常快速的掌握。并且，其本身的时效

性也能够帮助教师实时了解每一个学生在口头作业完成的情况，帮助教师及时进行

纠正以及对于作业完成情况的反馈等等。这些对于整体的口头作业的完成以及后续

的实际应用价值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与此同时，教师可以通过一对一的方式，通过

视频方式对学生进行个别化的指导，这些无疑对于学生整体的英语学习的改善起到

了积极地帮助和作用。

（2）激发学生完成口头作业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对于现有的学生口头作业的完成情况而言，根据近半年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

以及介入，学生整体的学习积极性有了较大的提升。同时，家长本身也非常乐于参

与其中，更好的帮助学生去完成现有的英语口头作业。这些无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信号，显示出了现有的小学英语口头作业的完成以及其实际的应用取得了进步以及

价值。学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将自己学习以及口头作业的实际完成情景进行录像和

拍摄，极大的提升学生自身的作业参与度的同时，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并且由

此进一步传递到了课堂中，实现了课前与课后的学习同步性。

（3）微信网络平台助力分层式作业的管理，全面提升素养

对于英语学科的学习，其本身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

在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管理可以利用多层次的模式以

及形式，让学生更加全面的发挥自我的综合素养以及能力，更好的在现有的教学中

不断促进以及完善教学效能，提升学生自我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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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需改进之处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学生综合能力以及素养的提升，关注

的是如何进行有效的教学模式以及策略的应用，去提升学生积极性以及主观能动性。

微信公众平台作为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以及手段，其本身在应用过程中虽然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以及价值，不过依然有部分不足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以及优化。具体包括

以下几方面：

（1）网络平台作业和家长实际操作能力之间的矛盾

考虑到现有的小学生自身的微信公众平台实际操作能力以及他们的自控能力等

等会造成部分学生在微信公众平台应用中去玩游戏或者不专注于现有的口头作业的

完成。对于家长而言，显然他们本身办法进行实时的监督以及管理。因此，这就造

成一方面操作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造成学生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去进行其他手机

界面的操作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后续家长进行及时的监督以及管理的。

（2）学生创作时间和其他科目之间的矛盾

对于英语口头作业的完成，其本身不能够占用学生太多的时间。毕竟每一个学

生他们都是需要全面发展，需要的是综合素养的提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也就意

味着如果英语口头作业占据了过多的时间，那么后续其他作业的完成就没有办法得

到一个有效的时间和质量保障。这就需要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英语口头作业的完

成中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既能够保证学习效果以及作业完成情况的基础之上，

保证后续实际学生其他学科的顺利完成。

（3）实际要求和本人现有专业理论之间的矛盾

微信公众平台中现有的小学英语口头作业中的研究相对较少，能够进行参考的

资料以及数据也较少。因此，更多的实际应用模式以及策略都是出于摸索阶段。在

实际应用中依然有一定的不足，这也是需要未来进一步结合现有的实际教学效果以

及作业完成情况而进行不断地感受，更好的让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服务于小学英语

口头作业的完成。

5.3 研究展望

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是在减负和素质教育背景下衍生出的一个全新的作业类

型，国内外的研究较少且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教育部大力推进口头作业和口头作

业低效的现状成为了目前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笔者从教育管理专业出发，利用微

信公众平台操作的便利性，信息发送的实效性等优点，通过作业信息化来解决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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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方面评价反馈、作业上交等难题，基于微信公众平台来解决作业问题的研究目

前在我国还是空白的，是本课题的创新点。

目前，笔者的研究还停留在自身带教的三个实验班，希望接下来可以在实验班

级和非实验班之间做多方面的研究比较。通过未来更多样本以及更多的数据搜集，

结合现有的定量的教学效果的了解以及剖析，更好的让现有的微信公众平台得到广

泛的应用。此外，希望未来微信公众平台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得到开展，切实有效的

实现信息化在现代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开展。通过一年的实践完善，取得了显著的学

习效果，提高了学生的作业兴趣，丰富了作业形式，开发了多种评价方式，在作业

管理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经验，相信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信息化会越走越远，发展

更快。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管理研究的推广与应用离不开一

线教师的认可与支持。期盼能有更多的教师能够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学会开发微信

公众平台的相关技术，尝试使用更多的功能。鉴于本研究中实践工作的开展只选取

了小学英语这门课程，由于时间的限制，研究者没有在其他如语文、数学、美术、

体育等操作性较强的课程中进行教学实践，因此，微信公众平台这些课程的适用性

有待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去实践。我国教育界有许多学者和教师也在积极地研究、探

索利用网络沟通平台促进课后口头作业的管理，笔者坚信中国教育工作者一定会通

过微信或者其他网络平台找到一条符合中国教育国情、遵循中国学生学习规律、能

够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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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的可行性分析问卷调查

家长问卷

尊敬的各位家长：

您好！首先感谢您们参与本次调查，本问卷主要针对在微信平台下小学英语课

后口头作业管理的可行性分析问卷调查，鉴于对学生英语作业研究的需要，决定对

目前微信公众平台下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的看法和意见进行问卷调查。本问

卷只用于研究，不会对其他任何结果产生不良影响，请您依据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认

真回答，您的回答对调查结果十分重要。衷心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回答下面的问

题！我们会对你的回答和信息严格保密，请如实回答即可。

1. 您的性别是 ：

A、 男 B、 女

2. 您知道并了解微信公众平台吗？

A、仅仅知道 B、知道并且了解 C、没听过

3. 您和孩子对微信公众平台下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的态度是

A 、非常欢迎 B、欢迎 C 、一般

4. 孩子准备一次小学英语微信课后口头作业（即练习）所需时长是

A、3小时以上 B、2-3小时 C、1-2 小时 C、1小时以下

5. 您认为利用微信平台来管理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是否有必要？

A、十分有必要 B、有必要 C、没有必要

6. 您认为一周几次微信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比较合适

A 1 次 B 3-5 次 C 2 次

7. 您希望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来管理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有哪些好处？（可多选）

A、提高学生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 B、激发学生的作业兴趣

C、了解学生作业进程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结论和模式.于是,本文拟参照学生的兴趣、目

的等相关内容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搜集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且该调查所涉及的

方案已经经过四年的实践检验.基本可靠,但不是最终的方案.随着微信公众平台的

变化发展,该方案不断进行调整改进,以增强其可信度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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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的可行性分析问卷调查

学生问卷

尊敬的各位同学：

你好！首先感谢你们参与本次调查，本问卷主要针对在微信平台下小学英语课

后口头作业管理的可行性分析问卷调查，鉴于对学生英语作业研究的需要，决定对

目前微信公众平台下小学英语课后口头作业管理的看法和意见进行问卷调查。本问

卷只用于研究，不会对其他任何结果产生不良影响，请依据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认真

回答，你的回答对调查结果十分重要。衷心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回答下面的问题！

我们会对你的回答和信息严格保密，请如实回答即可。

1、你是否喜欢小学英语课后微信口头作业？

A、非常喜欢 B、喜欢 C、不喜欢

2、在现在的作业环境中，你在做小学英语课后微信作业时遇到难题，你会怎么做？

A、跳过去 B、联系老师 C、问家长

3、如果老师布置小学英语课后微信口头作业，你会花多长时间完成？

A、半小时 B、一小时 C、十分钟

4、你认为你是否会喜欢利用微信进行学习？

A、是 B、否 C、不确定

5、你最希望自己的小学英语课后微信口头作业用何种方式被评价？

A、等级 B、分数 C、评语

6、你认为自己的小学英语课后微信口头作业可以被谁进行评价？

A、教师 B、同学 C、家长

7、基于微信平台的英语课后所有的作业形式中，你最喜欢哪种？

A、 重复性作业为主 B、口头表达为主 C、测评性作业为主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结论和模式.于是,本文拟参照学生的兴趣、目

的等相关内容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搜集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且该调查所涉及的

方案已经经过四年的实践检验.基本可靠,但不是最终的方案.随着微信公众平台的

变化发展,该方案不断进行调整改进,以增强其可信度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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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飞逝，在论文写完之际，显然对于自己而言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过程。在整

个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自己要感谢指导老师对于自己的支持和帮助。在写作过程中，

自己每一次遇到问题，老师总是可以积极的给予帮助，让自己不断地进行内容的完

善以及改进。正是得益于老师的帮助，才有了最终现在的文章。同时，也感谢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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