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务处
哈信息教发[2020]15 号

关于试行《学生作业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保证学生作业管理各环节工作的开展有据可依，我校秉承“规范严谨，精益

求精”的治学精神，特制订《学生作业管理制度》，对学生作业管理各环节进行规范

化要求，进一步为教学质量及学习效果的提升提供有力帮助。

《学生作业管理制度》自通知之日起试行，请各教学单位严格按照制度中的各

项要求进行作业管理、制定本单位作业管理各环节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并定期开展

自检自查工作，校督导组将加大制度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定期对各单位作业管理

情况进行检查。

教务处

2020 年 6 月 2 日

另附：

1、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作业管理制度



附件一：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作业管理制度

作业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大学生的作业内容与形式、任务布置、批改评

价标准等均与教学质量及大学生综合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息息相关。因此，

我校秉承“规范严谨 精益求精”的校训要求，特制定本制度，对学生作业进行规范

化管理，为教学质量及学习效果的提升提供有力帮助。

一、制度总体规定

1、学生作业管理以各二级学院（部）为单位，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突出专业特色；

2、学生作业管理的各个环节（从内容设计到批阅评价）要求制度明确、流程规范；

3、学生作业管理工作各项成果向上提交时需保证格式统一、内容完整、结果准确。

二、学生作业管理各环节要求

为保证学生作业管理各环节的开展有据可依，本制度从学生作业内容、作业形

式、布置要求、作业批改及评价等五方面进行具体要求，内容如下：

（一）作业内容——科学设计，培养能力

学生作业内容要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结合专业培养方案及学生层次，精

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作业内容，要有利于学生理解和巩固所学知识，激活思维，

培养研究与实践能力。

1、知识巩固和能力培养并重

作业内容既要布置知识巩固性作业，也要布置一定量的探究性、实践性作业，

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专业技能，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知识巩

固性作业，应避免单一、重复、繁杂；探究及实践性作业，应适应学生的专业特点

和实际水平。

2、注重作业层次性和针对性

作业内容应根据不同层次水平（一个班级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的学生进行分

别设计安排，并同时兼顾作业内容在专业知识、学科阶段、课程进度等方面的针对

性，并根据课堂教学和学生反馈情况及时调整，避免作业“一刀切”。

（二）作业形式——切合学情，灵活多样

学生作业形式应结合学生的实际学情及课程特点，在保证学习效果的基础上设

计灵活多样的作业形式。

1、书面作业与电子作业相结合

书面作业应打破单一练习题册、试卷的形式，增加论文、大作业、图纸、项目



书等多种作业形式，调动学生展示自己不同方面能力特长的积极性；

在纸质作业的基础上，还可借线上教学的契机，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线上教学

平台、直播软件等渠道，布置线上作图、仿真验证、数据编程等形式的电子作业，

用灵活多样的作业形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适度增加项目类实践类作业

项目类作业可根据课程的具体项目要求而定，并配有相应的项目设计要求书、

实验报告或实物；

实践类作业除实验、设计等内容外，还可增加关于论证表达、观察积累、搜集

整理、推理验证等形式的作业，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3、制定适合各专业的作业标准

除以上两方面要求之外，各教学单位还可根据各自专业、学情特点，制定相对

固定的作业标准。作业标准需明确每专业、每年级的必需作业类型及可灵活变通的

作业类型范围，明确各类型作业的上交形式、作业规范格式及各类作业应完成的时

间进度等。

经一学期的实践检验及调整，如作业标准切实可行，即可装订成册，下发给各

二级学院（部）所属的师生，按标准实行各学科的作业形式。

（三）布置要求——有章可循，流程规范

1、布置前：建立作业审批制度

每个教学阶段的作业内容、形式、数量、要求等方面的内容，需经过备课组教

师成员集体讨论，备课组长把关，最后由教研室主任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布

置给学生。

2、布置后：形成检查反馈机制

（1）加强对作业的常规检查，对检查反映出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备课组成员和任课

老师；

（2）有关备课组和教师根据检查结果调整作业布置的质和量，协调好与其他备课组

的作业布置关系，对学生作业总量有效控制；

（3）将检查中发现备课组和教师在提高作业效能、减轻作业负担等方面的好做法、

好经验，及时加以推广，使作业轻负高效。

（四）作业批改——注重过程，及时反馈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对每一次作业检查批改并进行分析诊断，重视过程批改，



坚决杜绝突击布置和批改，并将批改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已达到更好的作业效果。

1、批改原则

严格遵循“有布置必有批改”的原则，实行全员批阅与重点面批相结合，等级

制评价与激励性评语相结合的方式，做到共性问题全班讲评，个性问题个别指导。

教师要采取多种形式，及时认真的批改作业，了解学生情况，适时调整教学过程。

2、批改过程

突出过程批改。批改时既要检查作业结果，又要关注学生作业过程中的隐藏信

息，包括良好的、不良的治学习惯，正确的、错误的知识技能，学习优势及学习困

难等，并在授课过程中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3、分析反馈

作业批改完毕要及时进行分析和反馈，督促学生阅看并及时更正作业中的错误，

对作业讲评要及时，以便迅速纠正所发现的问题，矫正反馈要有针对性，让学生针

对问题进行修改。

4、批改监督

二级学院要应定期进行抽查，确保作业批改的真实，批改日期、批改评语要全

面；学校在学期常规教学检查中，要分多次对教师的作业布置、作业批改、作业记

录分析进行评价，把阶段性作业评价转化为过程性评价。

5、人员管理

为缓解任课教师的工作压力，同时提高作业批改质量，学校在教学助教的基础

上另增设勤工俭学岗，专门辅助任课进行作业批改工作，各二级学院（部）需按照

以下要求进行作业批改人员工作管理。

（1）任课教师每周批作业不少于 100 份，助教每周不少于 200 份，勤工俭学学生每

周批作业不超过 300 份，教师在完成规定工作量后，剩余作业方可交由助教及勤工

俭学学生批阅；

（2）各教学部门须要求任课教师制定详细的作业批改标准，对助教及勤工俭学学生

进行提前培训，并对助教及勤工俭学学生的批阅工作进行随时指导及结果检查；

（3）负责作业批改的勤工俭学学生薪酬、管理等要求，与学校统一要求一致。

（五）作业评价——多面评价，鼓励督促

作业评价是检查学生学习效果、肯定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为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鼓励多数学生关注学习过程，作业评价应在原有的结果性评价的基础

上，注重学生作业过程的评价、建立“软作业”评价制度。



1、注重过程评价，督促课余学习

教师要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过程性评价， 关注作业完成过程中学生知识与能力发

展的过程性结果，肯定成绩、找出问题，促使学生对学习过程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总

结，激发学生课余学习兴趣。

2、建立“软作业”评价制度

部分需要学生自学、实践、思考的探究性、实践类的软作业或一些需时较长、

短期不能提交结果的作业，如社会调查、文献理论研究、实验性作业、研究性学习

等，应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对相应内容应根据科学的评价标准评出相应的等次，

使这些作业由“软”变“硬”，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探究能力、创新能力。

三、学生作业管理工作规定

1、各二级学院（部）关于学生作业管理的整体工作制度、流程需在本制度的要求下

进行编撰，并由各二级学院负责人与主管校长汇报通过后，向教务处提交存档；

2、各二级学院（部）应针对每门课程拟定相关学生作业管理方案（每学期进行一

次），内容包括作业内容、作业形式标准、布置要求、作业批改及评价标准，并依据

进行作业管理；

3、学生作业存档目录及存档方式由各二级学院（部）自行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