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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发掘课堂提问蕴含的潜力

课堂提问是艺术性很强的教学手段之一 ，也是课堂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种

重要手段 。恰到好处的提问 ，可以提高老师的教学质量 。

而传统的教学观念认为 ：提问是老师的事 ，而学生只管一个字 ——— 答 。 但

事实并非如此 ，提问不仅仅是老师的事 ，更是学生的事 。学生可以问课本 ，问

同学 ，问老师 ⋯ ⋯

教师恰到好处的提问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启迪学生的思维 ，检查

学生获得知识的情况 ，还可以调节课堂气氛 ，沟通师生感情 ，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等等 。

而学生恰到好处的提问 ，则能使自己不断地发现问题 ，认识自己学习上的

优点和缺憾 ，达到发扬优点 ，修正缺憾的效果 ，从而使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基本

素质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

所以 ，老师要在提问上发掘潜力 ，让学生掌握 “提问” 的思路和方向 ，让

学生能在生活中找 “问题” ，到实验中找 “问题” ，到想象中找 “问题” ，到书

本中找 “问题” ，到老师的课堂中找 “问题” ，到作业中找 “问题” ，还可以通

过比较找 “问题” ⋯ ⋯

然而 ，在当前的课堂提问中却并非如此 ，而是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

的 。比如 ，表面性的提问 ：老师旨在追求热闹的场面 ，要求一问齐答 ，表面上

轰轰烈烈 ，实则空空洞洞 ；习惯性的提问 ：问题未经精心设计 ，老师每讲一两

句便问 “是不是” “对不对” ，形同口头禅 ，发问不少 ，而收效甚微 ；惩罚性的

提问 ：老师发现某一学生精力分散 ，心不在焉 ，便突然发问 ，借机整治 ，久而

久之使学生视老师的提问为畏途 。 这些类型的提问利少弊多 ，甚至不如不问 。

１　　　　



教育心理学向我们揭示 ：学生的思维过程往往从问题开始 。学起于思 ，思

源于疑 。教学就是不断引导学生生疑 、解疑的过程 。

“发明千千万 ，起点是一问 。”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这一名言 ，对于教师把

握课堂质疑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富有艺术性的课堂质疑 ，不仅有助于教师顺

利地实现教学目标 ，提高教学质量 ，而且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 因

此 ，教师深入地挖掘有效的课堂提问潜力是很重要的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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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高效课堂的提问原则

1畅提问  一定要有效

分层设问 ，有效切入 ／ ３⋯ ⋯ ⋯ ⋯ ⋯ ⋯ ⋯ ⋯ ⋯ ⋯ ⋯ ⋯ ⋯ ⋯ ⋯ ⋯ ⋯ ⋯

有效提问 、有效参与能促进师生间的互动 ，及时得到教学信息反馈 ，不

断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从而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

2畅提问  应把握好度

准确认知 ，难易适度 ／ １６⋯ ⋯ ⋯ ⋯ ⋯ ⋯ ⋯ ⋯ ⋯ ⋯ ⋯ ⋯ ⋯ ⋯ ⋯ ⋯ ⋯ ⋯

课堂提问是师生间信息双向交流的过程 ，把握提问的适度性能激发学生

们的兴趣 ，启发他们的思维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

3畅对课  堂答问多做鼓励性评价

赏识鼓励 ，激发自信 ／ ２５⋯ ⋯ ⋯ ⋯ ⋯ ⋯ ⋯ ⋯ ⋯ ⋯ ⋯ ⋯ ⋯ ⋯ ⋯ ⋯ ⋯ ⋯

教师们对学生们的回答应及时给予评价 ，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对本学科

产生兴趣 ，让学生们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 。

4畅提问  要坚持平等性

平等对待 ，全面参与 ／ ３５⋯ ⋯ ⋯ ⋯ ⋯ ⋯ ⋯ ⋯ ⋯ ⋯ ⋯ ⋯ ⋯ ⋯ ⋯ ⋯ ⋯ ⋯

课堂提问对象过于集中 ，会对其他学生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 ，应该尽量

使每个学生都有回答问题的机会 。

二 、高效课堂的提问切入点

1畅在知  识的重点处提问印象最深

重点设计 ，举一反三 ／ ４７⋯ ⋯ ⋯ ⋯ ⋯ ⋯ ⋯ ⋯ ⋯ ⋯ ⋯ ⋯ ⋯ ⋯ ⋯ ⋯ ⋯ ⋯

通过在知识的重点处提问 ，让学生们不仅理解了知识的内容 ，更对知识

的重点处加深了印象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质量 。

2畅用延  伸法在知识的生长点处提问

新旧关联 ，延伸提问 ／ ５４⋯ ⋯ ⋯ ⋯ ⋯ ⋯ ⋯ ⋯ ⋯ ⋯ ⋯ ⋯ ⋯ ⋯ ⋯ ⋯ ⋯ ⋯

从知识的生长点进行教学提问 ，开放思路 ，丰富想象力 ，使学生们可以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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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知识点延伸出更多的知识来 ，在对比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

3畅在课  文细节处提问

魅力细节 ，见微知著 ／ ５９⋯ ⋯ ⋯ ⋯ ⋯ ⋯ ⋯ ⋯ ⋯ ⋯ ⋯ ⋯ ⋯ ⋯ ⋯ ⋯ ⋯ ⋯

细节充斥于每一个角落 ，它就像一个 “隐身的天使” ，我们只有把它找出

来并紧紧地抓住它来提问 ，才能让它发光发亮 ，照耀每一个渴求知识的心灵 。

4畅在考  点处提问更能加深学生的重视度

准确设题 ，击破考点 ／ ６６⋯ ⋯ ⋯ ⋯ ⋯ ⋯ ⋯ ⋯ ⋯ ⋯ ⋯ ⋯ ⋯ ⋯ ⋯ ⋯ ⋯ ⋯

精心设计考点问题 ，把问题分解为由易到难 、由浅到深的一系列小问题 ，

通过问题层层地推进 、解决 ，帮助学生们理解有难度的考点 。

5畅设置  “矛盾冲突” ，激发学生思维火花

聚焦矛盾 ，发散思维 ／ ７５⋯ ⋯ ⋯ ⋯ ⋯ ⋯ ⋯ ⋯ ⋯ ⋯ ⋯ ⋯ ⋯ ⋯ ⋯ ⋯ ⋯ ⋯

从表象上看 ，有些教学内容之间似乎 “自相矛盾” ，其实正是其精妙所

在 ，教师在可创设 “矛盾” 的地方进行提问 ，以引起学生们对知识的探究兴

趣 。

6畅巧设  提问 ，突破难点

重点攻关 ，扫除障碍 ／ ８５⋯ ⋯ ⋯ ⋯ ⋯ ⋯ ⋯ ⋯ ⋯ ⋯ ⋯ ⋯ ⋯ ⋯ ⋯ ⋯ ⋯ ⋯

针对教学内容的难点提出具有启发意义的问题 ，帮助学生们踢开学习的

绊脚石 ，加快教学进度 ，从而解决其他学习过程中一般的问题 。

三 、高效课堂的提问艺术

1畅创建  活跃的答问氛围

创设情境 ，趣味引导 ／ ９７⋯ ⋯ ⋯ ⋯ ⋯ ⋯ ⋯ ⋯ ⋯ ⋯ ⋯ ⋯ ⋯ ⋯ ⋯ ⋯ ⋯ ⋯

良好的课堂答问氛围会形成一种具有感染性的 、催人向上的教育情境 ，

使学生们受到感化和熏陶 ，产生共鸣 ，更加积极地回答老师们的提问 。

2畅提问  要注意及时反馈信息

问随脉动 ，有的放矢 ／ １０８⋯ ⋯ ⋯ ⋯ ⋯ ⋯ ⋯ ⋯ ⋯ ⋯ ⋯ ⋯ ⋯ ⋯ ⋯ ⋯ ⋯

在教学过程中及时抓住有利时机 ，迅速有效地处理来自学生的各种反馈

信息 ，调节自己原定的教学设计 ，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的学习 。

3畅解惑  要善于应变 ，因势利导

随机应变 ，机智提问 ／ １１８⋯ ⋯ ⋯ ⋯ ⋯ ⋯ ⋯ ⋯ ⋯ ⋯ ⋯ ⋯ ⋯ ⋯ ⋯ ⋯ ⋯

在课堂提问发生偶然状况时 ，教师应巧妙地把意外情境融进自己的教学

中 ，使之与讲授内容快速合理地契合 ，并借题发挥做 “文章” 。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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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畅把课  堂提问权力还给学生

反主为客 ，答疑解惑 ／ １２７⋯ ⋯ ⋯ ⋯ ⋯ ⋯ ⋯ ⋯ ⋯ ⋯ ⋯ ⋯ ⋯ ⋯ ⋯ ⋯ ⋯

调节学生 “待问” 的被动学习状态 ，将教师提问为主转变为学生发问为

主 ，使学生敢问 、善问 ，培养他们的提问能力 。

5畅用启  发提问实现 “撑竿跳”

循循善诱 ，渐入佳境 ／ １３７⋯ ⋯ ⋯ ⋯ ⋯ ⋯ ⋯ ⋯ ⋯ ⋯ ⋯ ⋯ ⋯ ⋯ ⋯ ⋯ ⋯

老师们在教学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要具有启发性 ，这样才能有效地培养

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 。

6畅提问  以能激发学生兴趣为根本

兴趣激活 ，学意盎然 ／ １４６⋯ ⋯ ⋯ ⋯ ⋯ ⋯ ⋯ ⋯ ⋯ ⋯ ⋯ ⋯ ⋯ ⋯ ⋯ ⋯ ⋯

老师们富有趣味性 、启发性的提问能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从

而增强学习的原动力 。

四 、高效课堂的提问方式

1畅用悬  念刺激学生的求知欲

故设悬念式提问 ／ １５７⋯ ⋯ ⋯ ⋯ ⋯ ⋯ ⋯ ⋯ ⋯ ⋯ ⋯ ⋯ ⋯ ⋯ ⋯ ⋯ ⋯ ⋯ ⋯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 “故设悬念” 的技巧来吸引学生们 ，让他们在不知不

觉中集中注意力 ，从而激发起强烈的求知欲望 。

2畅抛砖  引玉 ，启发思维

抛砖引玉式提问 ／ １６４⋯ ⋯ ⋯ ⋯ ⋯ ⋯ ⋯ ⋯ ⋯ ⋯ ⋯ ⋯ ⋯ ⋯ ⋯ ⋯ ⋯ ⋯ ⋯

启而不发 ，只指明方向却不 “带路” ，只讲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讲问题的

结果 ，只把线索 、思路抛出去 ，然后启发学生们自己思考 ，引出事物的本质

特征 。

3畅检查  提问要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

检查式提问 ／ １６９⋯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检查提问的过程中 ，明确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注重培养学生在参与回

答 、讨论中主动去思考 、去回忆 、去总结 、去探索 ，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

4畅用提  问架起新旧知识间的桥梁

架设桥梁式提问 ／ １７６⋯ ⋯ ⋯ ⋯ ⋯ ⋯ ⋯ ⋯ ⋯ ⋯ ⋯ ⋯ ⋯ ⋯ ⋯ ⋯ ⋯ ⋯ ⋯

明确各种知识间互通的重要性 ，帮助学生架起知识的桥梁 ，形成合理的

知识结构 ，在掌握以往所学知识的同时 ，使新知识得到更新一步的发展与创

新 。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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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畅引发  学生提出问题是关键

引导式提问 ／ １８２⋯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们的实际水平提出问题 ，让学生们掌握知识并积极

探索和提出问题 ，从而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 。

6畅创设  情境是解答问题的梯子

创设情境式提问 ／ １９１⋯ ⋯ ⋯ ⋯ ⋯ ⋯ ⋯ ⋯ ⋯ ⋯ ⋯ ⋯ ⋯ ⋯ ⋯ ⋯ ⋯ ⋯ ⋯

答问过程中不只是单一的思维过程 ，而是伴有丰富的情感体验的认知过

程 ；创设问题情境 ，是一个情知统一的思维品质的提高过程 。

7畅提问  要具开放性

开放式提问 ／ ２０１⋯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放式提问是思路广阔 、师生互动的提问方法 ，对帮助学生们深入理解

与牢固掌握知识和培养发展思维有很好的效果 。

8畅让 “  问题” 处在扩展中

扩展式提问 ／ ２１０⋯ ⋯ ⋯ ⋯ ⋯ ⋯ ⋯ ⋯ ⋯ ⋯ ⋯ ⋯ ⋯ ⋯ ⋯ ⋯ ⋯ ⋯ ⋯ ⋯ ⋯

让问题带动问题 ，使知识由点扩展成面 ，不断地丰富 、完善 ，带有扩展

性的提问可以促进学生们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

9畅让问  题由浅入深实现 “层递”

层递式提问 ／ ２１６⋯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一环紧扣一环 、一层递进一层的提问 ，层层剖析 、循序推进地解决

难度较深的问题 ，引导学生们的思维不断向知识的纵深和宽广方向进一步发

展 。

10畅反 烫问更能打破思维定式

反向式提问 ／ ２２６⋯ ⋯ ⋯ ⋯ ⋯ ⋯ ⋯ ⋯ ⋯ ⋯ ⋯ ⋯ ⋯ ⋯ ⋯ ⋯ ⋯ ⋯ ⋯ ⋯ ⋯ ⋯

让学生们主动跳出原有固定的思维模式 ，学会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思考 ，

用更客观的态度去分析 、解决问题 ，进而找出正确的答案 。

11畅 通过 8联想 ，启发心智

联想启智式提问 ／ ２３４⋯ ⋯ ⋯ ⋯ ⋯ ⋯ ⋯ ⋯ ⋯ ⋯ ⋯ ⋯ ⋯ ⋯ ⋯ ⋯ ⋯ ⋯ ⋯

适当地引导学生们对已学的知识等进行合理的联想 ，在联想处提问能让

课堂气氛变得轻松 、愉快 ，从而促进思维活动的进行并提高理解的效果 。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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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高效课堂的提问原则



　　　　



1 葺畅 提问一定要有效

分层设问 ，有效切入

有效性提问是指提出的问题能使学生产生怀疑 、困惑 、焦虑 、探索的心理

状态 ，这种心理又驱使他们积极思维 ，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 老师的有

效性提问是指老师根据课堂教学的目标和内容 ，在课堂教学中创设良好的教育

环境和氛围 ，精心设置问题情景 ，有计划地 、 针对性地 、创造性地激发学生主

动地参与探究 ，不断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课堂教学提问方式 。

有效的提问 ，既可以调节课堂气氛 ，促进学生思考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望 ，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又能促进师生间的有效互动 ，及时地反馈教学

信息 ，提高信息交流效益 ，从而大大地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

著名特级老师 、苏州市教研室教研员袁卫星老师 ，在教学中就特别注意课

堂提问的有效性 。

在讲 枟祝福枠 一课时 ，袁老师首先在黑板上写了 “祥林嫂死了 ！” 这一行

字 ，感叹号写得很夸张 ，上面如一把匕首 ，下面似滴着鲜血 。 然后他转身说

道 ： “上一课 ，我们从鲁迅先生的笔下获知 ，沦为乞丐的祥林嫂在一片祝福声

中寂然地死了 。一个人死 ，无非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是自然死亡 ，二是意外死

亡 ，三是自杀 ，四是他杀 。那么 ，你们认为祥林嫂属于哪一种死亡呢 ？”

学生感到很新奇 ，于是交头接耳 ，开始互相讨论 。

袁老师没有打断学生的思维 ，而是给了他们足够的思考时间 。大概过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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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钟 ，袁老师问 ： “有结论的同学站起来说一说 。”

学生一说 ： “这还用说 ，肯定是他杀 。”

袁老师接着他的话提出质疑 ： “是他杀 ？那么 ，谁是凶手呢 ？” 然后他在黑

板上写下 “谁是凶手” 四个字 。

学生二说 ： “鲁四老爷呗 ！”

学生三说 ： “还有四婶 。”

学生四说 ： “柳妈也是的 。”

学生五说 ： “卫老婆子多少也沾点儿边 。”

学生六说 ： “还有祥林嫂的婆家人 。”

学生七说 ： “我看 ‘我’ 也脱不了干系 。”

同学们大笑 ，学生七解释道 ： “我这个 ‘我’ 可是带引号的 ，你们别瞎

笑 。” 大家再次大笑 。

学生八总结道 ： “总之 ，鲁镇的一群人都是凶手 ！”

袁老师也笑了 ： “鲁镇人统统是凶手 ？我看你们得说说理由 。”

学生九说 ： “鲁四老爷肯定是凶手 。祥林嫂初到鲁镇的时候 ，他皱了皱眉 ，

讨厌她是一个寡妇 ，祥林嫂被婆家抢回 ，他一句 ‘可恶 ！然而 ⋯ ⋯ ’ 多少带了

点支持的味道 。祥林嫂再到鲁镇 ，他说她 ‘败坏风俗’ ‘不干不净’ ，祝福时不

让她沾手 ；就是祥林嫂死了 ，他还骂她是个 ‘谬种’ 。 他在精神上把祥林嫂一

步步逼上了死路 。”

学生十说 ： “鲁四老爷还有一个帮凶 ，那就是四婶 。”

学生十一说 ： “我赞成 。 ‘你放着吧 ，祥林嫂 ！’ 四婶一声喝令 ，把祥林嫂

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勇气和希望都给粉碎了 。”

袁老师插嘴道 ： “我打断同学们一下 。 ‘你放着吧 ，祥林嫂 ！’ 是个怎样的

句式 ？”

学生十二说 ： “感叹句 。”

袁老师点了点头 ： “好 ，这是从语气上说 。那么 ，从语序上说呢 ？”

学生十三说 ： “倒装句 。”

袁老师再次点头 ， “对了 ，这一倒装 ，就突出了四婶要祥林嫂赶快放手的

迫切心情 。这里要注意 ，感叹号要放到句子的最后 ，而不是中间 。请大家继续

发表高见 。”

学生十四说 ： “祥林嫂的婆家人也是杀人犯 。 他们强迫祥林嫂改嫁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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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的命运 。”

学生十五说 ： “柳妈讲阴司故事给祥林嫂听 ，让她害怕 ，把她推向了恐怖

的深渊 。”

袁老师看了看大家 ，问道 ： “有没有不同意见 ？”

学生十六说 ： “我觉得柳妈不是凶手 。因为她自己也和祥林嫂一样 ，是鲁

四老爷家的帮工 ，阶级出身决定她的阶级意识 ，她不会残害祥林嫂的 。”

学生十七反驳道 ： “那她为什么要讲阴司的故事给祥林嫂听 ，还给祥林嫂

出 ‘捐门槛’ 的馊主意呢 ？”

学生十八解释道 ： “讲故事是因为她自己也相信 ；出主意则完全出于善

意 。”

袁老师此时再次插话 ： “我来说吧 ，从总体描写上看 ，柳妈还是同情祥林

嫂的 。而同情祥林嫂的人 ，也把祥林嫂推向深渊 ，更显示出悲剧之可悲 。 就算

柳妈是凶手 ，也是无意识杀人的 。 你们同意我的说法吗 ？”

学生都点头 。

这时 ，学生十九突然发言道 ： “老师 ，我认为祥林嫂不是他杀 ，而是自

杀 ！” 此话一出 ，同学们一片哗然 。

袁老师笑道 ： “杀出程咬金来了 。 好 ，你说说你的观点 。”

学生十九振振有词地讲道 ： “如果当初祥林嫂不从婆家逃出来 ，是不是也

就不会改嫁 ？”

学生二十立刻反驳 ， “我认为还是会被迫改嫁 。 就是不改嫁 ，也会被虐待

而死 。”

学生十九又抬出自己的理由 ， “那她再到鲁镇之后 ，鲁四老爷家还是收留

她的 ，不让她沾手祝福 ，她不沾手就是了 ，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

学生二十一也反驳 ， “这不是心理承受能力差与不差的问题 ，这是精神打

击 ，比肉体折磨更痛苦 ！”

学生十九还在强辩 ， “捐门槛也是她自己要去捐的 。”

学生二十二说 ： “不捐门槛她会更痛苦 。”

学生十九还是不服 ， “那她沦为乞丐 ，也可以到鲁镇以外的地方去呀 ，幸

许李镇 、王镇什么的 ，还能让她谋到一份帮工呢 ！”

学生二十三说 ： “ ‘天下乌鸦一般黑’ ，李镇会有李四老爷 ，王镇就会有王

四老爷 ，她到哪里都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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