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为重要。”这一点对于教师的课堂教学而言更是如此，

课堂提问是课堂教学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寇帕等人

把提问当成课堂教学技能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问得

好就是教得好”。教师在教学中将需要学生认识和理解

的知识转化成问题，使问题成为思维活动和探究行为

的路径。当学生在回答过程中遇到思维障碍或理解肤

浅的情况时，教师适时介入并进行点拨分析，从而带动

学生加深理解、开拓思维。当前语文课堂问题的设计需

要做到高效有为：高效，是指效率高；有为，是指有所作

为。高效有为的课堂问题能指引学生进行有目的的思

考和学习，同时培养学生思维的广度、深度和创新意

识；高效有为的课堂问题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凸显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课堂

问题设计的成功与否，对于教学的成败往往有惊人的

联动效应。

一、课堂问题设计的现状

从当前的语文教学来看，并非所有的课堂问题设

计都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1.照本宣科式。目前多数教师的课堂问题设计仍局

限于遵循教参的指导，只要运用演绎思维和收敛思维

就能准确得出固定答案。而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

搜寻课文、凭借记忆，思维呈闭合状，开合度小。学生面

对这样的问题，缺乏真实体验，缺少参与热情。所以，语

文课堂提问经常收不到回音，学生对教师的问题缺少

兴趣，回答起来往往缺少方向，与教师形成一种课堂僵

持状态，以至最后教师只能自问自答，草草结束课堂教

学。
2.关注表象式。因为学生对常规性问题缺少回应，

部分教师为打破沉闷的课堂气氛，会特意设置一些引

起学生关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只是为问而问、无
疑而问，目的是为了获得活跃的表面效果，学生围绕这

程中③和④导出。而⑤⑥是知识的巩固和迁移阶段，也

就是进行变式练习以及进行巩固。在这个阶段中，我先

是在习得三素句的规则之后，再进行正反例的比较，巩

固刚习得的规则，也就是勇闯凶险河。在这个环节中，

我设计让学生判断哪些是三素句，哪些不是三素句。并

且要说出理由。在选择句子时，我有意识地将句子进行

多样的变化。在钓鱼。森林里，老虎在吼叫。小狗啃肉

骨头。弟弟在家里拍皮球。下课了，同学们迅速走出教

室。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去春游。奶奶洗碗。
在这些句子中，有些是谁+在哪里+干什么。有些是

在哪里+谁+干什么。形式多样，将三素句的几种组成形

式都进行了巩固。之后，我再进行练习巩固。让学生在

练习中，再次进行巩固。第一个练习是将句子补充完

成。将不完整的三素句呈现给学生，让他们利用刚习得

的三素句将句子补充完成。小明 吃饭。大狮子

在大树下 。下雨了，我们 。上课了，同

学们 。之后，我进行的是看图说话的变式练

习。这对于孩子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但也是最好的

检测方式。使他们运用图式有意识的进行会话。经过这

样科学的六步之后，学生对于三素句就有一个很清晰

的认识。从二素句入手，一步步深入，让学生能够在整

个过程中感受到课堂是围绕他们的。

三、教学设计的评价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教学评价，针对目标，逐个分

析，哪些已达成教学目标，哪些没有或部分没有达成目

标，并有重点地说明原因和补救措施。根据这一堂三素

句的课题实验课，我也进行了自我反思。在这一节图式

新授课上，我虽然根据学生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教学

情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整堂课以去“智慧岛”的
历险为背景情境，但是在教学中，由于对学生的预设不

是特别足，所以导致学生在开始的情景中是比较有兴

趣的，但在随后的教学中，因为和导入部分没有紧密联

系，所以学生的兴趣不够高涨。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对

于自己的教案，把握不是特别充分，在例规法，例子的

环节中，没有进行精心的选择，从而发现有些例子是不

够通顺的，今后在教学中要多加注意。
在这些不足中，我发现其实自己的问题占大部分，

对于课堂的整体把握还缺乏经验，在整堂课的教学适

合中，对于学生的学习结果预测还不够。这些都是我们

年轻老师今后要学习的。但是皮连生教授的这个全新

的教学模式却是我们今后语文教学的一盏明灯。他将

指引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在语文教学的路上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吴红耘，皮连生.知识分类与目标导向教学理论与实践[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
[2]皮连生.智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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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问题”设计使语文课堂高效有为

安 恒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夹河中学，江苏 徐州 221150）

摘要：语文课堂问题的设计需要做到高效有为，从当前的语文教学来看，并非所有的课堂问题设计都能收到

令人满意的效果。高效有为的课堂问题设计要做到以下几点：提升教师素质、问题设计具有科学性、人文性。
关键词：“好的问题”设计；课堂高效有为；现状；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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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无意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来了精神却忘了学习，由

此挤占了大量的课堂教学时间，使正常的教学计划无

法完成。
以上两种课堂问题设计势必造成课堂效率低下、

师生无所作为的情况。
二、“好的问题”设计特征

“好的问题”设计应能激起学生的兴趣和欲望，让

学生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课堂气氛活跃高效，师生在

课堂上都有所作为、有所收获。教师能根据学生真实的

心理特征、知识水平、认知规律设计问题。他们的问题

新颖、深刻、视野开阔、富于变化、趣味盎然，能满足学

生的求知欲、好奇心。能引导学生体验、感悟、品味作品

的情思、意味，探究思考人生、社会。学生一般需要用发

散思维和求异思维，从多个角度探究，得出属于自己的

问题答案。教师能在教学过程中获得愉悦的感受，思维

和情感得到激发提升。学生能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知识

的积累、能力的提升。
三、问题设计高效有为的举措

1.提升教师自身素养。首先，教师应具有广博的文

化知识与丰厚的文化素养。语文教师要有扎实的专业

知识，同时要了解相关的学科知识，如政治、历史、音

乐、社会、美学等等。在此基础上消化吸收并形成自己

的意识和能力，然后将这种意识和能力应用于对文本

的研究上，从而达成对语文课堂的深度和广度的挖掘，

进而使课堂问题高效有为。
其次，教师应对学情进行科学合理分析。学生由于

天赋、爱好、成长环境等因素，在学习中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决定了其接受能力的不同。另外，由于个人生

活阅历、思维品质的不同，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对文本

的理解有很大差异。教师应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让他

们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才能。同时也应针对

不同对象，设计不同梯度的问题，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

的要求。由此，为高效有为的课堂问题打下良好基础。
2.问题设计合理。合理的问题设计是课堂问题设计

高效有为的基本前提。首先，问题的设计要具有科学

性。（1）问题应是关键的而非枝节的。应抓住文章的关

键词设置问题。比如教学《最后一片常春藤叶》可以将

“最后的常春藤叶是贝尔曼的杰作吗？”设置为主问题，

这是需要理解、解释、分析、评价的提问，属于深层次提

问。在预习的基础上学生已熟悉内容，很容易就能在文

中找到前面的伏笔（“梯子”“杰作”）理解伏笔和照应之

间的关系。这样通过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学习文本，进

行整体把握而不是局部把握，抓住与主体有关的关键

词“杰作”、“最后”，这样既节省了时间，有做到了课堂

教学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应抓住文章的主题设置问题。
教学《祝福》笔者这样设置问题：到底是谁杀死了祥林

嫂？问题一出就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他们觉得这么问

很新鲜。笔者先让学生精读课文，然后分组讨论，最后

得出结论，认为凶手是：①冷酷而自私的人的代表———
鲁四老爷。他是造成祥林嫂的元凶。②同情祥林嫂而给

他痛苦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柳妈。③自私的

人———四神、祥林嫂的婆婆、贺老六的哥哥、卫老婆子、
鲁镇其他的人。总之祥林嫂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这个

问题串起了《祝福》的整个阅读品析过程，包括了对小

说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内容的探究欣赏。老师省去

许多琐碎的问题，直奔文章主题，课堂的高效自然显

现。（2）问题应是精简连贯的而非繁密杂乱的。随着新

课程理念的实施，师生间的课堂对话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们在设计课堂问题时必须注意问题与问题之间应是

连贯的循序渐进的，教师应一点一点的将讨论引向文

本的关键。我听过一节公开课，课题是卡夫卡的《变形

记》，这是一篇现代派代表作品，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

难度，但授课教师的问题设计非常好：本文写了什么内

容？主人公想到了什么？其中对他来说哪些是非常重要

的？主人公对他的态度怎样？由此可见主人公是个什么

样的人？为什么主人公会变成一个甲壳虫？作者想告诉

我们什么？教者紧紧抓住文章内容分析，由表及里，引

导学生逐步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而引领到小说

的主题以及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特征。（3）问题应延伸有

度。高效有为的课堂问题设计在延伸拓展时要注意限

度，否则会使课堂重点不突出，影响教学效果。课堂问

题的延伸拓展能使学生在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中进行多

层次、多角度的思维，以此获得更多、更新的答案。课堂

问题的延伸拓展也有助于学生创新意识和探索能力的

养成。但需要注意的是：问题的拓展延伸要紧密围绕文

本进行，切忌过于自我发挥、完全偏离文本和教学目标

的限定。其次，问题的设计要具有人文性。《语文课程标

准》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

特点。”语文是人类精神的家园，浸润着人文的色彩，流

溢着生命的动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因而语文课堂必

须凸显人文关怀，丰富学生精神世界，成为教师学生文

本三者精神交流的园地。同时，课堂问题要关怀全体学

生，问题要难易、深浅适当，太难、太深超越了本班学生

目前的智力水平、学生就会望而生畏、丧失了回答问题

的信心。如问题太易、太浅，低于学生的已有知识水平

和认识能力，学生就会感到索然无味，不利于学生智力

的发展。如一位教师在教授《始得西山宴游记》时，针对

“文化意象”进行了理解探讨：问：联系《赤壁赋》、《岳阳

楼记》、《醉翁亭记》等已经学过的作品，你能理解分析

它们的一些共同点吗？答：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特殊而

普遍的现象：那些失意的文化人，那些落寞的士大夫，

那些抑郁的理想者———统称为“迁客骚人”———或不合

时俗，或难施抱负……他们远离繁华，弃走穷僻，与政

治与官场渐生疏离，只能与山水为伍，跟自然相处……
面对自然山水，他们既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又

有“穷则独善其身”的孤傲，这就构成了山水文学的共

性：融入个人情感体验与生命体验的“超自然”精神。通

俗地说，就是“寄情山水，化合自然”。在这里，教师融汇

所学文本内容，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了认

知，构建起一座人文桥梁，而这座桥梁又是以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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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容易引起学生兴趣，充分调动学生思维，利

于全体参与。
总之，课文在变，学情在变，教师的课堂问题设计

也必须随之改变。语文课堂提问应杜绝那些为提问而

提问的做法，不能以制造活跃的课堂气氛为目标，而忽

略了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教师应担负起问题引领

和思维点拨的任务，将自己定位为“引导者”角色，用

“好的问题”设计串联起整个课堂，使语文课堂高效有

为，引导学生的“思维”之船驶向更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韦志成.语文教学艺术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169.
[2]徐浙英.阅读教学应以真实性问题扩展雪深搞得思维张力

[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4，（383- 384）：43- 44.
[3]王耀平.课堂提问的“是”与“非”[J].语文教学通讯，2009，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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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节外生枝”是指本不应该生枝的地方生枝，

比喻在原有问题之外又岔出了新问题，多指故意设置

障碍，使问题不能顺利解决。课堂教学是一个预设与生

成、封闭与开放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

思想与教学内容产生碰撞，认识和体验的层次不同，都

有可能产生与教师预设所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合

理引导与利用这些“节外”生出的“枝”，在冷场的时候

及时调整，在出错的时候重新构建，就能形成课堂中的

动态生成资源，成就一份没有预设的精彩。
一、“节外生枝”，品味用词的准确

“问题从学生中来，在学生中解决”，这是充分考虑

发挥学生主体性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对于许多“节外生

枝”的问题，在教师的及时引导下，可引导孩子自己解

决，或让孩子自己体验和感悟，我们的课堂才会真正成

为学生生命活动的乐园。如教学《山行》，一生在读诗后

大胆质疑：诗中的“生”写错了，应该是“深”。很多同学

也纷纷表示同意。 确实，以往每每学生写到此句诗，

也总是将“生”写成“深”。今天我何不引导学生攻克这

一疑难病症呢。于是我进行了以下教学：（首先我在黑

板上板书了“生”与“深”）师：谁能说说你为什么觉得应

该写成“深”？生：我想，有白云的地方，山一定很高，那

得在深山老林，所以写“深”。生：《寻隐者不遇》中说“只

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想这两个“深”的意思差不

多，所以应该写这个“深”。师：那么，这里的“生”是什么

意思呢？生：是“产生”的意思。师：如果你是诗人杜牧，

你会用哪个呢？生：我觉得用“生”好。因为，从诗中我们

知道诗人顺着石径往山上望，看见在白云飘浮的地方

有几户人家，如果用“深”，他可能就看不见人家了。生：

我也觉得用“生”好。因为用“生”会让人产生一种云雾

缭绕的感觉。这一环节的教学在我的预设之外，本想轻

轻一点而过，但考虑到这确实是学生易出错之处，是一

个共性的问题，所以我有效利用学生的这一“节外生

枝”，引导学生顺势比较“生”与“深”的异同，畅想“生”
字背后所蕴含着的美妙意境，从而为学生架设了一座

通向文本，走进诗境的桥梁，真正品味了诗人用词的准

确与精妙，课堂也因此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可喜的是

学生在之后的练习中再也没有出过这个差错。
二、“节外生枝”，挖掘表达的素材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技巧

并不在于能预见到课堂的所有细节，而是在于根据当

时的具体情况，巧妙地在学生不知不觉中作出相应的

变动。”那是一节习作课，我正指导学生写观察日记。教

学进行大约5分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曾豪和许小玮在

偷偷地吹气球，并不时发出窃窃的笑声。又是这两个捣

蛋鬼，无名之火顿生，我本想狠狠批评一顿，但转念一

想，如此一来，这节作文课岂不泡汤了，于是我调整了

教学计划，将他们这“节外生出的枝”巧妙地为这节作

文指导课添上了精彩的一笔。师：同学们，你们喜欢吹

气球吗？今天我们来一场吹气球比赛如何？学生们欢呼

雀跃起来。也难怪，头疼的作文课换成了有趣的吹气球

比赛，谁不开心呢！教室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师：下

面我们掌声先请许小玮和曾豪来比一比。在同学们的

掌声中，两位同学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走上讲台。我简单

说了规则后，比赛正式开始了。顿时，同学们的目光全

都聚焦在讲台前的两个同学身上。随着比赛地进行，我

顺时引导学生仔细观察他们动作、神态，气球的变化，

并想想如何用语言表达。比赛结束后，我又让学生相互

采访，了解选手的心理想法和作为观众自己在整个比

赛过程中的感觉。课后，我要求学生以“比赛”为题，写

一篇观察日记。由于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本次习作较

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生动、有趣。我庆幸当面对学生的

“节外生枝”时，我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就地取材，借题

“节外生枝” 瑕不掩瑜

杨康梅

（江苏省金坛市洮西小学，江苏 金坛 213233）

摘要：课堂教学是一个预设与生成、封闭与开放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会因多种因素而“节外生

枝”。教师要能正确认识并合理引导与利用，使之转化成教学中宝贵的课程资源和财富，营造出精彩纷呈的课堂。
关键词：节外生枝；品味用词；挖掘素材；提升情感；引导价值观

【教法研究】

17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