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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深度学习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高度

重视。随着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入，学生

需要深度学习的观念被广泛认可。我国一些

学者对深度学习理论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

索。他们普遍认为，深度学习是学习者积极主

动的学习，是提升高阶思维品质的学习，是基

于问题解决的学习。基于此，我们认为在语文

阅读教学中，教学问题的设计也应符合深度学

习的特征，为课堂上学生实现深度学习创造条

件。笔者结合自己的深度学习教学实践，谈谈

如何设计问题推动语文阅读教学。

1.设计紧扣学科性质的真实性问题。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魏本亚认为：“教师创

设阅读学习情境，要紧扣语文学科特质，让学

生与不熟悉的文本建立起关联。”也就是说要

保证教学问题能切实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则

问题的设计必须紧扣语文学科的性质。当前，

一些课堂存在不少大而空的问题，这些问题往

往脱离文本，例如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

册《赤壁赋》教学中，重点讨论“苏东坡有怎样

的儒释道思想”；在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

四《辛德勒名单》教学中，重点讨论“什么是人道

主义精神”……这样的课堂表面热热闹闹，但热

闹的背后是浅表化的语文学习，不利于学生语

文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落地。而要设计紧扣语

文性质的问题，我们需要让问题来源于文本。

例如，在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教学中，笔者所设计的主要教

学问题有三个：颔联中的写景内容有何作用？

词中写了哪些典故？作者借助这些典故想表达

什么？显然，这些问题来源于文本。

所谓真实性问题就是能反映学生需求的问

题。学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于他们阅读的

困难处，教学中应依据这些困难处设计问题。

如何把握学生的阅读困难处呢？笔者认为，首

先，教师需要对学生的阅读起点有一个预判。

教师可通过调查问卷、资料分析、学前检测等方

法分析了解学生，把握他们的实际情况，准确预

判他们的阅读起点。其次，让学生在阅读中提

出问题，教师可直接把握他们阅读的困难处。

当然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所提问题不一定都有价

值，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提的问题进行梳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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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为了准确把握学生的问题，笔者在教学

中通常设置三个环节：学生独立阅读，形成个体

问题；小组合作，形成小组问题；教师整合，形成

教学问题链。课堂上学生围绕问题链，自主合

作探究，层层推进，实现对文本的深度学习。

2.设计具有统整性的主问题。

余映潮先生对主问题有这样的描述：“‘主

问题’的设计，在教学中表现出‘一问能抵许多

问’的新颖创意，每一个‘主问题’都能覆盖众多

的细碎问题，它不是让学生立即说‘是’或‘否’，

而是让学生带着任务去学习与钻研，让学习的

过程成为学生探求某种结论的过程。”余老师的

描述可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主问题具有统整性，

能以少驭多，能统摄文章的“灵魂”。在一节课

里主问题的数量不宜多，一两个足矣。例如，在

2017年版课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书愤》一

诗教学中，笔者设置的主问题是“怎样理解标题

‘书愤’？”通过这一问题的探究，学生不仅可以

把握整首诗的内涵及精神价值，也能够鉴赏作

者创作的艺术魅力。

另外，主问题下需设置次问题。一般来说，

主问题相对宏观，如果没有次问题的铺垫，学生

对主问题的理解往往浮于表面，思维难以深入。

但这些次问题的设计也不是随意的，而应具有

一定的整合性。次问题的解决可形成不同的教

学环节，这些不同的教学环节形成互相联系、层

层递进的整体，最终促进主问题的解决。例如，

在《书愤》一诗教学中，笔者围绕主问题“怎样理

解标题‘书愤’”设置了两个次问题，分别是“颔

联既写景又写事，有何作用”和“诗中引用多个

典故有什么用意”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探究

结果直接指向主问题的解决。

3.设计指向高阶思维的迁移性问题。

所谓迁移性问题就是指有利于学生实现知

识迁移的问题。深度学习是着眼于迁移的学

习，问题的设计也要注意能否促进学生实现知

识的迁移。但学生由于时代、地域、文化水平等

限制，对有些文本中描绘的生活比较陌生，在阅

读时不易实现迁移。这时，教师可设计生活化

的问题，帮助他们跨越与文本之间的鸿沟，亲

近文本。例如，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

《百合花》一文反映的是七十多年前战争年代的

生活，与当代学生的生活距离较远，学生很难理

解当时环境中小战士的言行。在教学中，为了

缩小文本与学生的距离，笔者让学生以小说中

一位人物的身份为小战士写一份悼词。写悼词

的过程会促使学生深入文本中所反映的生活情

境，可真切体会小战士一言一行背后的人性

光辉。

另外，我们需要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适当的

学习支架。在指向高阶思维问题的解决中，学

生的迁移往往会出现障碍，学生在迁移中之所

以会产生障碍，是因为他们原有的认知结构与

所解决的问题跨度太大。这时，我们可提供必

要的支架。例如，在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

二读本《怀李叔同先生》一文教学中，笔者设置

了“李叔同先生为何最终出家”的问题，为了推

动学生顺利实现迁移，在教学时笔者补充了有

关佛教的基本知识。随之，学生结合笔者给的

“支架”，再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就变得容易了。

（作者单位：南京市溧水区第三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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