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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能力越来越

受到广大教师的重视。笔者立足初中道德与

法治学科来谈学生的学“问”能力，结合初中学

生不同阶段的思维发展特点以及初中道德与

法治学科不同阶段的教学要求，笔者将问题分

为了解型、理解型、应用型三种，并据此开展培

养学生学“问”能力的实践研究。

1.根据答案不同来源提问。

教师首先应该培养学生提出直接通过研读

课本就能找到答案的问题。例如，在研读道德与

法治教材七下第五课“我们的情感世界”部分内

容之后，基于该类问题答案的来源，教师应该培

养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情感？情感和

情绪有什么区别？”学生在提出和解决这种能直

接找到答案的了解型问题的过程中，也发展了梳

理、了解学科知识的学科学习能力。其次可以培

养学生提出需要对课内多个知识综合梳理才能

找到答案的问题。例如，在研读八下第五课“基

本经济制度”部分内容后，培养学生提问：“基本

经济制度为什么要在宪法中规定？”学生要回答

这个问题不仅要联系本课所学内容还要联系教

材八下第一课中有关“宪法”的内容，需要综合梳

理两课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确答案。再次，培养学

生提出需要综合梳理课内外知识才能找到答案

的问题。例如，在研读“基本经济制度”内容后，

基于该类问题答案的来源，应培养学生提出这样

的问题：“为什么宪法始终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

主义公有制基础地位？为什么宪法逐步认可和

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地位？”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综

合梳理宪法、基本经济制度相关知识还要结合课

外有关宪法、基本经济制度的拓展知识才能明确

答案。在这类问题的提出并解决过程中培养了

学生的学科能力。

此外，教师还要培养学生提出需要将课本知

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有利于解决学生生活中实

际问题的、具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问题，这样的

问题的答案一般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例如，

在研读教材八上第五课“善用法律”部分内容后，

基于该类问题答案的来源，教师可以培养学生提

出问题：“课本上说诉讼是处理纠纷和应对侵害

最正规、最权威的手段，是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

屏障。那么，诉讼一定会成功吗？诉讼之后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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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基于学生在研读课本有关

诉讼相关知识并结合思考社会现实而提出的一

个创造性应用型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回答

是或否就能解决的，它需要结合不同的案例情

境、综合理解相关知识才能对问题有个全面的认

识。提出并解决该类问题有利于学生综合运用

书本知识，反思社会现实，从多角度思考并解决

问题，为构建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出谋划策。

2.根据课本体例内容提问。

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标题提出问题。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学习中，针对标题提问

是指针对单元题、课题、框题、目题等内容进行

提问。例如，在研读教材七下第十课“法律为我

们护航”中的标题一“我们需要特殊保护”时，学

生提问：“我们（未成年人）为什么需要特殊保

护？有哪些特殊保护？”其次，可以引导学生对

课本正文内容提问。针对课本正文提问是指针

对单元导言、课的导言、正文段落内容进行提

问。例如，在研读八上第五课“善用法律”正文

内容时，学生提出问题：“控告、举报、起诉分别

是什么意思？”再次，可以引导学生对课本辅文

内容来提问。针对辅文的提问是指从课本辅文

中的“运用你的经验”“相关链接”“阅读感悟”

“探究分享”等内容入手提出问题。例如，在研

读七上“让家更美好”部分的“方法与技能”之

后，提出问题：“如何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

或冲突？”最后，可以引导学生对课本内容编排

的逻辑结构来提问。从课本某一框、某一课、某

一单元甚至是整本书内容编排的逻辑结构出发

来提出问题，是对课本内容编排的逻辑结构来

提问。例如，在研读九上课本目录之后，有学生

提出问题：“富强与创新、民主与法治、文明与家

园、和谐与梦想这四个单元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就是基于整本书内容编排逻辑结构提出的

问题。

3.不断拓展思维提问。

首先，教师可以培养学生由一个问题延伸

提出另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能力。例如，在学

习“善用法律”这一部分内容时，课本内容只从

违法行为发生时或发生后指导我们如何使用法

律，培养学生基于书本已有的认识，这时，学生

就可以延伸提问：“法律只在违法犯罪发生时或

发生后起作用吗？”这就是基于提出“从违法行

为发生时或发生后，如何使用法律？”这个问题

后延伸到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其次，可以

培养学生由一个问题拓展提出另一个并列问

题的能力。例如，在学习八下第八课“维护公平

正义”部分内容时，课本只从个人和制度两个角

度谈守护公平正义，这时教师可以培养学生平

行提问：“除了这两个角度，还会有其他角度

吗？”这就是从书本两个角度再拓展到更多角度

谈如何守护公平正义而提出的并列问题。再

次，是培养学生能够提出从具体现象到抽象知

识的问题。例如，在学习九上第五课“延续文化

血脉”时，培养学生提出问题：“上学学文化就是

为了找份好工作吗？（上学的意义）。”这就是从

学生中认为学习文化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这个

具体现象抽象到学习文化应包括对个人、对民

族更广泛领域的意义而提出的问题。最后，是

培养学生能够提出从抽象知识到具体现象的问

题。例如，在学习九上第一课“走向共同富裕”

这一部分内容时，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课本说

我国努力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为什么我国目前有些地区之间、个人之间

贫富差距现象越来越大？”这就是从抽象的让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个知识到反思具体现象而提

出的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市建邺区教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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