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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教学问题设计实效性的研究

自古以来，教育家们无不注重问题设计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思维

从对问题的惊讶开始”；孔子提出了“以疑激思、以疑引思”的观点；苏霍姆林

斯基也指出 “要尽量使你的学生看到、感觉到、能摸到不懂的东西，使他们的

面前出现疑问”。联系到现在的课堂教学，问题设计是教师的重要教学手段，它

被运用于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成为师生双边活动的纽带；同时问题设计也是教

师创造性教学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前提。

走进现在的课堂教学，人们常常会发现有下列的两种现象：一种是教师提出

某个问题，几乎全班的学生马上就做出反应，齐声回答“是”或“不是”、“对”

或“错”等，课堂气氛看似活跃，其实问题没有思考的价值，学生的回答也没有

经过思考，问题仅仅是一种表面性设问，一种习惯性设问。一种是教师提出某个

问题后，原本气氛活跃的课堂顿时鸦雀无声，一两分钟过后，课堂气氛也就变得

沉闷，学生“启而不发”，不主动举手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来。毋庸置疑，这两

种现象的产生其主导因素是教师的设问是无效的，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诱发

学生的思维。精心设计问题需关注如下几点：

1、问题设置的明确性与严谨性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教师所设计的问题指向必须明确，必须简单明了直接，

表述科学严谨，不能让学生在听问题时有理解障碍，否则便不能激起学生积极思

考、勇于抢答的兴致。

2、问题设置的基础性与生活性

问题设计要体现基础性，问题设计基础性的一方面是指要体现学生未来发展

所需要的基础，要让全体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

方面都得到发展和提高，教学中除了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让学

生具备学习知识的能力，让学生能把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和社会中，从而达

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问题往往产生于具体的情景、不平常的现象、未见过的内容、

奇异的事物、引起矛盾的说法、在理论和实际中解决不了的事情、常见的现象或

习惯的对立面中。因此，教师在进行问题设计时，应将基础知识与日常生活和社

会中所用到的学科知识结合起来设计，把知识呈现在丰富多彩的、学生能感受到

的生活情景中，因为在一种近乎真实的问题情景中学习，学生的学习热情才会高



2

涨，想寻找论据迫切解决问题，有探究的欲望，从而为学生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知识。

3、问题设置的难易适中性

设计的问题要有层次感，要使绝大多数学生在经过一定的努力后能有成功

感。力趋学生思维的“最近发展区”，而如何以问题形式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

本质，并应用已有知识解决问题，并产生矛盾、导出新知识、新问题，这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所创设问题的难度，能否循序渐进且能力趋于学生思维的“最近发展

区”。学生毕竟是学习的主体，若所设计的问题学生无法解决，其思维的发展必

然停滞；而设计的问题太肤浅，当然无助于其思维的发展。这就要求设计问题时

必须掌握适度原则，精心讲究能力趋学生思维的“最近发展区”。以问题为中心

开展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活动。

4、问题设置的激疑性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思起于疑，即思维通常是由问题情境产生，而且以解

决问题情境为目的。当已有的知识不能解决新问题时，就会出现强烈的学习动机

进而产生积极的心理状态，如学习意志和学习毅力等。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条横

幅：“我听见，就忘记了；我看见，就领会了；我做过的，就理解了。”老师要

鼓励和启发学生无疑而生疑，有疑而思疑，思疑而解疑，解疑而心悦。在教学中

教师应启发学生多方思考，相互启发，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大胆质疑。学生能提

出问题不仅是积极思维的表现，也是积极思维的结果。不仅要鼓励学生积极、主

动提出自己的问题，适时、恰当地对学生的问题做出评价，也要及时纠正学生错

误的观点。教师适度启发引导，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的惯性，让学生尽快熟悉探究

学习的思路。鼓励每一个学生尽可能有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互相争论，最后

达成共识使不同水平的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不同的提高，形成敢想、敢说、

敢争的精神，自然会萌发提问的欲望和激情，迸发出问题思维的火花。

5、问题设置的开放性

问题的设计必须具有开放性，进行开放式教学，是培养扩散思维，实施创新

教育的一种良好措施。思维能力结构不仅提供了教学问题设计的出发点，而且也

为我们设计开放性教学问题提供了思考的方向。由于某一个知识内容的教学要求

在思维能力结构可找到许多的交集点，这些交集点所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多样

的，由此决定了我们设计的教学问题也具有开放性，即问题涉及的知识面宽，可

涉及其他科目，日常生活，热门话题等等，从而活跃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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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能力和创造意识，使学生感受到知识的广泛应用性，激发学生自觉思考的积极

性。

6、问题设置的整体性

思维能力结构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体系，它将思维的各个层次及思维品

质的相关属性融为一体，而教学问题的设计以该结构体系为出发点，由此设计的

教学问题也就具有了较为完整的内在联系。同时，该结构体系中也应注重对知识

的整体感知，要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知识，教师在设计问题时也就需要站在一定

的高度，突出知识及思维能力结构，从知识的完整性出发，将问题集中在那些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上，设计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问题。当我们把

这主要问题当作引导学生入境的路示，通过这一问题的设计把学生引向更深一步

的思考，起到纲举目张，统率全局的效果。

7、问题设置的层次性

教师设置的问题不能处于同一水平上，同一水平的问题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

味，因此设置的问题应有梯度。思维能力结构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层次行，即

某一个知识点问题可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要求，是选好问题的切入角度，突出激

趣、激疑，选好新旧知识的联结点和问题的思考角度，设置问题不但要紧扣认知

目标，而且要紧紧围绕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从思维能力的低层次要求逐渐上升

至高层次目标，一拨一环，如行云流水，或层层递进或一气呵成，通过一系列问

题的设计把学生引向更广更深的思维层次。这既体现了现代教学的基本要求，也

反映了学生的认知规律。

8、问题提出的适时性

设计问题时，教师还要注意发问的时机。不同目的的问题在时序上的安排应

有所不同。古人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提问要选择时机，启于愤悱之际，

问于矛盾之时。若不问时机，不辩对象，随时发问，是难于取得一石激起千层浪

效果。在上课初期，学生的思维处在由平静趋向活泼状态，教师设计一些悬念性

问题，激发他们的认知冲突，使其思维处于高度自觉和主动的状态，从而吸引学

生自主地去探究。在课堂中途，学生的精神往往有所不振，注意力分散，难免影

响教学效果，教师对此巧妙的提问，又能使其注意力集中，起到聚精促思的作用。

在课堂结束时，教师总要通过练习来反馈和评价本节课的效果。诚如布鲁纳所说：

“正确处理好组织教学中的目标和反馈两个环节，就能大面积提高学习成绩”。

9、把握提问的目的



4

课堂教学中可发问的点很多，问题设计必须服务于教学目的，注重知识间的

联系，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选择适宜问点，组织课堂提问。问重点，保持思维

清晰度。使学生明确重点、理解重点、掌握重点，从而保持思维的稳定性和清晰

度。问模糊点，提高思维准确度。可提高学生分析辨别能力，提高其思维的严谨

性和精确性。问发散点，培养思维创新性。爱因斯坦曾说，任何创新都源于问题。

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积极思考、讨论、探究、，通过对发散点提问，能培养其

思维的灵活性和创新性。

10、讲究提问的艺术

研究问的对象。教师的提问要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思维活动，

对较容易的基础题，可以让成绩较差的学生回答，提高学生兴趣；对综合题的提

问，可选择中等生回答，巩固教学效果；对深层次的灵活题，可以让成绩较好的

学生回答，发挥特长生优势。

掌握问的方法。问的方法有多种，直问、反问、悬问、曲问、逆问、梯问等

等，教师应根据题的难易、学生的认识水平和心理特征，有机组合各种形式，而

不是单调生硬地采用某一形式。直题曲问能以曲求直，曲题直问能平中见奇；逆

题正问能寻根究底，正题逆问能平中见新。只要问题新颖，方法灵活，学生总能

围绕教师设计的问题，逐层深入，解决问题的难点和疑点。

提炼问的语言。课堂提问时，教师的语言至关重要，应力求做到：准确，符

合科学性，以免造成学生理解的失误和困惑；简练，保持流畅性，不要拐弯抹角，

以免学生记不清题意；诚恳，曾加亲切感，缩短师生心灵差距，让学生从容答题。

注重问的评价。对学生的答问要既时客观评价，对答对者给予表扬，使其精

益求精，对答错者给予鼓励，优化心理品质，调动学生继续思考和勇于回答的积

极性。通过双向交流，增进师生情谊，作到教学相长，促进思维发展。

互动教学转变了教师单一、机械、古板的教学方式，以灵活多样的现代学习

方式为重点，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学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合作者的作用，转

变教师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以学生参与知识的建构过程为基本途径，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思维品质。在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中，教师与学生相互沟通、对话交流，生成师与生、教与学和谐发展的课堂教学

生态。学生的主动参与学习全过程，逐步形成灵活多样的个性化学习方式，养成

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