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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问让课堂更舒展

李琼

宜兴市培源实验小学  江苏  无锡 214200

【摘要】信息技术新课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新课改要求，

教师的“教”不再是直接地输出。学生的“学”也不再只是被动地输入。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在学习中自行进行思考，

自己提出问题，以达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的目的。而新课程下课堂教学，要实现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问题表达问题的能力，有效的提问就是关键。面临这样的教学现实，问答就成为师生对话和思考的最直接

的行为，教师的提问要能帮助学生掌握提出问题、表达问题、探索问题的方法。那么怎样才能在信息技术课堂上，

让教师的提问更有效，又能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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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是提问的主体
在新课程改革实施之前，课堂教学通常都是以教师

为主体，往往提问的主体都是教师，教师利用课堂提问

来检查以及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扩展思维以及对新知识

的掌握，这样对于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

并且也对于学生提出问题的培养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以往人们觉得学生在课堂上提问，不将问题带出课堂是

判定教学成功的依据，其实则不然。其实人类的思维的

开始都是源自对知识产生的疑问，经常带着问题学习才

能更好的理解知识，掌握知识。教育的最为根本的作用

就是培养人才，那么教师需要在授课的过程汇总积极地

鼓励学生敢于提问，教师应该将课堂的主导交给学生，

引比如：讲“保存网页内容”这部分内容时，非常简单，

只要执行菜单“文件”中的“另存为”就可以保存当前

网页中的所有信息了。但是如果能够对此进行一系列的

问题引导：（1）“另存为”真的能保存网页中的所有

信息吗？（2）如何保存动画呢，用“另存为”可以保

存下来吗？（3）如果我要保存网页中的文字或有用的

图片该怎么办？……导学生自行思考问题。

例如在教授《在幻灯片中插入图片》一课中，导入

部分我首先展示了一个生动的动画小故事。故事是由声

音、图片等素材构成的。

学生观看完以后，老师及时提出：“这个动画小故

事是由哪些素材构成的呢？”

学生可能会说：“声音、图片、文字……”。

老师再次提问：“主要是由哪个素材构成的呢？”

学生：“图片”。

进而自然引出今天的学习内容《在幻灯片中插入图

片》。

这样的提问引导把提问的主体交还给了学生，与传

统灌输式的教学提问相比，这样的提问可以培养学生自

主思维、自主提问的能力。

伴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实施，教师已经不再单纯地

将完成教学目标当做是第一要务，他们更重视的是学生

素质的培养。以往如果有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疑问，并

且存在质疑的时候，为了保证授课顺利进行，教师通常

会对学生的不同意见进行反驳，更有甚至会进行批评，

这样就对学生自主思考问题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一节课

中能让学生能产生疑问的内容并不多见，教师应该重视

学生对知识的疑问，进而教师在制定问题的时候，不但

要从教学目标入手，更多的是需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衡

量问题，并且能够判断出学生在学习中可能会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在实际的知识教授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的

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能够为学生在课堂上创造一个

独立思考的机会，创造一个愉悦、平等、民主的课堂氛

围，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地体现出来。

2 思考是思维的火苗
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对新事物，新知识的一个认知过

程，是提升自身能力的基础。然而问题的形成是学生思

维活动形成的结果。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凭借单纯的灌输

方式的，而是需要学生自己去发现的，教师可以利用提

问的方法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教师在授课过

程中应该结合知识内容以及学生情况来设置问题，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知道学生自主进行独立思考，使得学

生思维能够保持在高峰状态中。教师的问题的提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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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学生及时的领会知识的核心，这也能够充分地说明，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才是教学的根本目的。

学生能带着问题去学，才能对学生的发展有更大的

帮助。无论是智商方面还是情商方面都是十分有效的方

法，这样就需要教师能够准确的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和理解情况，采用适当的方法来提出问题，带动学生思

考。

例如在《插入超链接》一课中，制作自我介绍这一

页幻灯片时，一个学生的目录中出现了“我最喜欢的游

戏”这一行文字，当我检查到他的作品时，该学生立刻

低下了头。这时，我没有对他进行批评，因为我知道爱

玩是孩子的天性，我们何不利用这点来促进教学呢。于

是，鼓励他利用网络资源对游戏内容的介绍进行完善，

并指导他完成了该链接到网站。这时，我给了他一个赞

赏的眼神，之后孩子就提出：“超链接怎样返回到主页

面，是不是就可以使用插入超链接的方法？”我没有给

出明确的答案，而是让孩子带着这个疑问自己尝试。与

上几节课相比他进步了许多，对超链接的掌握也更透彻。

通过这次尝试我才真正体会到让孩子自己带着问题去探

索学习，才能发展他们的思维，使他们积极投入到主动

学习的教学活动中。

3 想象是创新的基石
想象是人们对头脑中形成的表象进行二次处理的过

程，进而形成一个新的表象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思维的

一个结果，属于形象思维范畴。想象对于人的思维的扩

展是非常关键的，能够带动人的心理活动的不断充实。

想象是在感知觉以及记忆前提下，对思想中已经形成的

表象和信息进行二次处理并更全面的进行理解。想象的

特点是不会被局限在个人的以往经验中，反而可以丰富

自身的经验，并加深对事物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想象也

是开展所有实践活动的重要基础。想象力的影响作用远

远的超出了知识的影响，因为知识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的，但是想象力涵盖世间的所有。创造脱离了想象将无

法进行，并且想象可以对人的情商以及意志活动起到调

节作用。想象其实就是利用已经形成的表象进行丰富二

次处理之后形成新的表象，其可以促使人们形成全新的

理性认知和情感认知，也就是创新。借助想象人们对事

物的认识可以更全面，对于各种情感也可以加以体验，

进而丰富自身的情感世界。

处在小学阶段的学生的思维活动十分敏捷，并且更

加的丰满，他们正处在形象思维过渡到逻辑思维的重要

时期，他们通常都喜欢利用现实的形象，借助思维活动

来灵活抽象的知识和理论。但是陈旧的教学形式对于知

识的传授十分的重视，而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并不关

注，这样就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的潜

能无法完全发挥出来。伴着新课程改革的大范围的实施，

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是教师更加重视的方面。带动学生

积极的思考，进而促使学生更全面准确的掌握知识，并

且能够加以灵活的运用，为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这也充分的说明了想象是较为关键的一项思维品格，在

信息技术课程授课过程中，教师需要关注教学中学生思

维能力的培养。利用提问的形式来带动学生对知识的思

考，能够有效的充实学生的想象能力。问题可以说是提

升创新思维能力的基础，其实质也可以看作是充实想象

空间的一种方法。教师可以结合所交知识内容，以及学

生自身情况来制定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的想

象，对于他们的创新思维活动给予正确的指引。

4 质疑是创新的源泉
采用有效的方法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当前教育

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生问题的提出是进行创新

的关键，学生如果对新知识没有质疑，那么也将不会有

创新。因此学生的创新，进而更需要教师能侧重引导学

生，积极的提出质疑。再有，质疑的产生其本身就是对

知识的深入理解。

还是在《插入超链接》一课中，自我介绍的演示文

稿制作，这时学生提出了：“可不可以将我的邮箱加到

幻灯片上”？答案当然是可以的。但在课前我并没有想

到学生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得课堂热闹

了起来，首先我肯定了这个学生的问题。在“插入链接”

对话框中，我首先让学生找到有关网络链接的提示，学

生很快找到了“URL”栏。我肯定了学生的答案，这时

我板书讲解了邮箱链接的格式：mailto: 邮箱地址。学生

是首次接触到这种功能，都积极地尝试了这个链接，当

跳出新邮件对话框时，他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所以，教

师应该欣赏学生在课堂上不断涌现的各式创新的想法，

并鼓励这些想法，这样的课堂才能让课堂的源泉不断生

成的。

在以往陈旧形式的课堂教学，老师紧紧抓住了课堂

的提问权。提问对于老师来说，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

措施，进而把持着提问的权利，然而学生只能跟随者教

师的提问进行问题的思考，并且将解答问题看作是判断

掌握学习知识的一种标准，将零问题看作是授课成功的

一种追求。然而这种传统形式的教学势必会造成学生在

学习过程形成一种依赖心理，对于培养学生的主动思维

能力是非常不利的。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将教学中提问

定义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一种方式。课堂提问的作用

不单纯的局限在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方面，更为关键的是

为学生独立思考提供一个标准，利用教师的问题，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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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知识形成疑问给予引导，并且鼓励学生能够自主

找出问题，形成良好的善于提问的能力。通过以上阐述

我们可以发现，在新形式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侧重

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指导学生能够自主发现问题，

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能培养学生自

主发现问题，表达问题的能力。老师要有一颗包容的心

来对待学生的提问。即使这个问题是错误的，甚至是与

课堂无关的。如果老师能做到没有批评、呵斥，就会保

留住孩子勇于提问的习惯，并且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愉悦

的课堂氛围，促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

学生具有良好的提问意识和表达问题的能力，是创

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对事物的质疑往往可以

产生创新的思维。学生只有拥有了提出问题并自己表达

问题的能力，才能激发学生探索问题的方法，进而就能

点燃创新的火苗。因此，在信息课堂中教师必需具备较

好的创设提问能力，一个巧妙的提问往往可以让课堂的

教学内容顺利开展下去。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

师生互动才能收获较好的课堂效果。在新课改背景下，

教师要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从学情出发，针对学生特点，

使得提问这项课堂基本技能在师生间不断得到发扬，以

更好地适应今天新课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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