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分析 发现——提 出问题——解决 问题 

— — 提出新问题的主动创新的学习中去，充分 

领略到学习主人的充实感，体验到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迈向成功的欢乐。进而激发 

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为学生储备创新的能量。 

什 么 是 “有 效 课 堂 提 问 。。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卢洁莹 

课堂提问是一种教学艺术，是教师最重要 

的基本功和教育素养 ；是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 

手段。问什么?如何问?这里颇有一些学问和 

艺术。然而，提问并非总是有效的。本文认为： 

有效课堂提问需根据教学内容从“三个”方面设 

问，遵循“四个”原则，在提问方式上应作到“五 

个”结合。 

一

、问题的设计。 

大文豪托尔斯泰在谈到<复活>的创作时 

说：“我的小说的每一个情节，不是独出心裁，就 

没有存在的价值”。课堂提 问贯穿于教学的各 

个环节，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应把课堂提问作为 
一

个重要的内容准备，像编剧和导演一样精心 

设计课堂提问的每一个问题。 

1．在新旧知识的过渡处设问。“学起于思， 

思起于疑”。思维一般都从问题开始，当学生遇 

到困难 、发生矛盾时，思维就开始了。遵循这一 

规律，在新知识讲授之前，教师抓住新旧知识的 

内在联系，从学生原有的知识中找到新知识的 

认知生长点，设计出导向性的问题，铺设“认知 

的桥梁”，促使新旧知识间的渗透和迁移，逐步 

建立完整的认知结构。如一位教师在教“作用 

力与反作用力”时，设计出这样的问题 ：“昨天甲 

班与乙班拔河，结果甲班获胜，是不是 甲班用的 

力气比乙班大?”像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单纯用旧 

知识和 习惯方法所能解决的，这就促使学生带 

着疑问去积极主动地学习新教材。 

2．在重点、难点、易混处设问。根据教学 目 

标、扣住重点，抓住难点，即在学生认知上最困 

惑的地方设问。依据重点、难点设计出一系列 

的、前后连贯并有内在联系的关键问题，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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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或依据对当前事 

物和现象的观察进行积极的思维。同时，在一 

些相似易混的地方设问，可以促使学生的思考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如数学老师讲到 0的意义，己知 

学生通常都把 0看作表示没有。教师提 问一 

下，回答果然如此。于是教师又提出，我们这里 

冬天气温常在摄氏 0度左右，那么 0℃是 否代 

表没有温度呢?同时，摄氏 0度相当于华氏 32 

度，难道 32。F度也表示没有温度吗?显然同学 

们单凭原有的观念说不通 了，愤悱之感油然而 

生，问题的情况出现了。 

3．在理解教材的关键处设问。关键处是那 

些对学 生的思维有统领作用，“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地方。如中学语文教材<孔乙己>这课中， 

有多处出现了一个“笑”字，这个“笑”字实际上 

就是作者精心构 思的一个“文眼”。抓住这个 

“笑”字设疑提问，就可以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地 

发掘文中所蕴涵的深意。围绕着“笑”字可以提 

出一连 串的问题：“孔乙己一出场，就有一个字 

伴随着他，这个字谁知道?”“课文中哪些地方表 

现孔乙己的可笑之处?”“周 围的人为什么都讥 

笑孔乙己，这反映了什么问题?”“我们读了<孔 

乙己>，非但笑不出来，心中还有隐隐作痛之感， 

这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处处问到点子上，各个 

都能激起思维的波澜，引起学生热烈的讨论甚 

至争论，“笑”的问题研究透了，学生对全文就理 

解透了。 

二、设问的原则 

1．问题目的要明确。在设计问题之前，教 

师不仅要考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还要考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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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提这样的问题?目的是什么?使每一个问 

题都成为本课教学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课堂 

提问的目的一般在于取得信息反馈，检查教学 

效果；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因此，设 

计问题时要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灵活地设计不 

同的问题。切忌问题满天撒网，漫无 目的。 

2．问题结构要严密、简明。人的注意 阈很 

短，而记忆 由听觉得来的知识尤为有 限。因此 

教师设计的每一个问题必须严谨科学。做到在 

语言设计和运用上精心思考，巧妙安排。教师 

在问题确定后，要字斟句酌，力求问得 明白、清 

楚、通俗、简练。一个问题若冗长、拖泥带水，容 

易使学生在心理上感到厌烦和乏味，有时连 听 

岜不愿 听，更谈不上 思考 。 

3．问题难度、数量要适宜。问题设计首先 

要注意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问题的难易程度要 

适合学生的水平，太容易没有启发作用；太难， 

学生望而生畏，起不到引导作用。问题的难度 
一

般应使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都能解答。从数 

量上说，提问切忌太多或太少。提问太少，学生 

难有参与的机会，会产生厌倦的情绪；提 问太 

多，如放连珠炮，学生被问得 昏头转向，难以招 

架，没有思考的回旋余地。 

4．问题角度要新颖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 

在<智力起源>一书中说过：“可以看到，一个人 

既不注意太熟悉的东西，因为司空见惯了；他也 

不注意太不熟悉的东西，因为和他 ‘图式 ’中的 

任何东西都没联 系”。因此教学提问要注意变 

换角度，使其具有新鲜感，以引起学生深思、多 

思的兴趣。如果这样培养学生，启发学生思考， 

时间长了，教师讲不到 的，学生 自己也想得到， 

即达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效果。 

三、提问的方式。 

课堂教学中不仅要有“问什么”的问题，还 

有“怎么问”的问题。课堂教学提问要注意“怎 

么问”的问题，就是要讲 究提 问的方法与技术。 

有效课堂提问在提问方式上应做到“五个”相结 

合 。 

1．直问与曲问相结合 直问是直接了当地 

提出问题 ；曲问是通过旁敲侧击提出问题。直 

问比较直接、明快，可以迅速地揭示问题 的矛 

盾；曲问则可以引人入胜，富有趣味。如学习成 

绩差的学生宜多用曲问，使其保持浓厚的学习 

兴趣，养成思考的习惯，培养 良好的思维品质。 

否则，如果教师所提问的问题学生不加思索就 

能回答，表面上看课堂气氛活跃热烈，但实际上 

根本没有让学生认真思考，更谈不上引起兴趣。 

这样的问题就失去了提 问的价值 ；对学习成绩 

好的学生则宜多用直问，侧重培养其分析能力 

和综合能力。 

2．正问与逆问相结合。按照事物的时间顺 

序或空间顺序去问，按照课文的自然顺序去问， 

便是正问；将这一顺序倒过来，或从中间突破， 

往前追索，便是逆问。正问有它的条理性，能反 

映事物本身的过程，易于为人接受；逆问则具有 

曲折性、独特性，能激起学生思考的兴趣。但两 

种提问方式各有 自己的缺点，一味正问或逆问 

都不利于良好的教学效果。 

3．单问与杂问相结合。从单一的角度发出 

单一的问题，是单问；从不同的角度发出若干问 

题是杂问。单 问 目标 明确，线索清楚，单刀直 

入，只要问题设计得好，便可以培养学生思维的 

敏捷性；其缺陷是过于单调。杂问，内容丰富， 

富于变化，可以引发活泼的思维，丰富的想象 ； 

其不足之处在于稍不注意就会使学生抓不住重 

点，把握不住整体。用单问还是用杂问，要从教 

材和学生的实际出发把握选择。 

4．对问与齐问相结合。对问是教师提出问 

题请个别学生 回答。这种提 问方法具有针对 

性、易检性、可控性，效果好。齐问是老师让全 

班学生齐答。其优点是方便、省时。缺点是盲 

目性，课堂纪律难以控制、效果差。课堂提问的 

目的在于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的思维活动，要 

使全体学生都积极准备教师所提出的问题，因 

此不应只向少数几个学生，而置大多数学生而 

不顾，让大部分学生坐“冷板凳”、“陪坐”。 

5．师问与生问相结合。师问是教师对学生 

进行提问，要求学生回答；问是学生对教师进行 

提问，要求教师进行回答。爱因斯坦说过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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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问题往往 比解决一个 问题更重要”。前 

苏联著名的心理学家捷普洛夫指出：“思维，永 

远是从问题开始的”。能提出问题就是创造的 

开始，学生驳问是学生刻苦钻研精神的体现，更 

是学生不信书、不信师的敢想敢说的刨造精神 

的体现。因此，在 目前 的课堂教学中应大力提 

倡学生多问问题，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 

力。 

总之，有效课堂提问是-f-j学问，是一种艺 

术。是学问，自然有探索不完的奥秘；是艺术， 

自然是多姿多彩的。有效课堂提问的问题设计 

和提问方式还有待于不断地去探索、去挖掘。 

如何正确把握课堂提问 

江苏省常熟市第六中学 冯 俊 

课堂提问是教师在课堂上 向学生提出问 

题，并且指导学生作出正确 回答 的教学方式。 

准确而又及时的课堂提 问，有助于学生注意力 

的集中、注意中心的转变、兴趣的激发、知识的 

内化、思维的发展。教学过程中善于提问是教 

师传授知识的一项基本功，也是教师个体的教 

学机智和教学艺术的生动体现。 

课堂提问没有标准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 

问题，但问题 的设计、提问的方法、时机的选择 

及对提问的评价等总有一般的规律。那么，什 

么样的课堂提问才算是恰到好处的呢?我以为 

课堂提问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所提出的问题要有科学性。教师要紧 

扣课程教学特点、要求，从所教学生的年龄、心 

理特征和原有知识掌握程度的实际情况 出发， 

围绕本节课的教学 目的，设计一两个主干性问 

题，围绕主干问题，精心设计铺垫性问题和延展 

性问题，做到主次分明，众星捧月。主干性问题 

应始终贯穿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通常情况 

下，他既是课堂的重点，又是课堂的难点。铺垫 

性和延展性问题要服务于主干性问题的突破和 

深化，做到科学有序，使知识要点在提问的过程 

中加以消化吸收、巩固和熟练利用。一般来说， 

有较高价值的提问要选择在学生难以接受之处 

或知识的难点、重点处，如新旧知识的衔接 处、 

转化处，以及容易产生矛盾和疑难的地方，力戒 

提问的随意性。当然，依据课堂当时的情况。教 

师临时安排的一些看似“莫名其妙”的问题，则 

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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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的设计要有层次性。课堂提 问要 

注重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中学生学 习知识， 

是从具体的形象开始的。课堂提问可多用“对 

不对”这类判断性问题，这样可 以减少提 问时 

间，使教学过程显得紧凑 ；或者以“是什么”、“怎 

么样”这类叙述性问题作引子；以干练而又较少 

的“为什么”这类说理性 问题作为深入研究、解 

决一堂课重点和难点的主要方法。还可向学生 

提 出“你由此想到些什么?”不失时机地发展他 

们的逻辑性思维和立体性思维，激发学生的联 

想思维。做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易到难， 

层层扩展，步步登高。引导学生由个别到一般， 

由局部到整体，由具体到抽象，逐步向高一级思 

维转移。 

三、提出的问题要有针对性。有针对性的 

发问能有效地调动全班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以 

致收到 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讲课时一定要事 

先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控课堂节奏，明 

察学生的参与情况。由于多种原因，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程度各不相同，有能力参与的学习活 

动也应有所不同。并且各位学生的思维方式不 

尽相同，对同一问题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即使学 

习成绩较好的学生也会对某些简单问题产生疑 

惑，平时常会遇到喜欢“钻牛角尖”的学生就是 

属于这类情况。所以应对学业基础、理解能力 

及思维方法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深度、不同难 

度的问题，尽量使得班内的所有学生都能参与 

到学习活动中来。事实证明，一个学生如果长 

期不被提问，这个学生就会懒得去思考教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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