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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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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提问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出发，发现小学语文老师在提问数量上和难易程度及叫答对象方面存在
一定的问题，然后简要分析小学语文课堂提问误区的原因，最后提出优化小学语文课堂提问的措施，具有针对性，希望能够为小学
语文老师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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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语文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提问第一阶段存在的问题 
小学语文课堂提问的第一阶段就是设计并提出问题，也就

是发问阶段，本文通过调查访问所在小学的高年级学生，统计
分析发现：当前当地的小学语文老师在提问问题的数量、难易
程度、问题性质以及问题的发散性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
提问问题的数量不合理、问题过于幼稚、表达不严谨等。 

通过对近 300 名 3-5 年级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44%
的学生认为语文老师上课提问问题较多，8%的学生认为提问的
问题太多，影响听课效率和来不及反映，另外还有 11%的学生
认为提问的问题太少。综合分析来看，当前小学语文老师在课
堂提问的数量上是不合理的。 

课题组成员在研究阶段预约听过我校一名李老师讲的《窃
读记》，她在教授过程中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小主人内心情感
的变化，在几分钟围绕着课文线索提出来很多问题。李老师在
八分钟内，连续提问七个问题，约一分钟就提问一个，这种紧
凑的提问方式，让整个课堂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是学生很少
能来得及思考，只能跟着教师的思路走，学生的主体性根本没
有得到发挥，仅仅是看起来是热闹的师生互动的良好课堂氛围，
事实上学生在教师的连环问题之下，又变成被动学习的对象。 

在现代化教学中，要求构建生本课堂，教师认为增加提问
的数量就可以实现学生的主体性学习，把过去的满堂灌又变成
现在的满堂问现象，大量无意义的问 

题只会降低课堂效率，学生在这种提问之下，反而失去主
动思考问题的能力。合 

理问题数量，给予学生每个问题的更多的思考空间，才能
真正引发学生的有意义的学习。 

另外，有 30%学生表明提问是很容易的，有 40%学生表明
提问是难的，这两部分学生的综合人数已经达到 70%,这说明教
师的问题没有控制好难易程度。维果斯基曾经提出来对于教学
来说，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最近发展区，而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
设计合理程度的问题来刺激学生的思维，助力其跨越最近发展
区，向更高水平发展。如果提出来的问题很容易，学生完全不
需要动脑思考，就可以得出答案，学生的积极思维就不会得到
发展，如果提出来的问题过难，学生会找不到切入点，失去探
究精神，丧失学习的动力，影响学习效果。 

（二）待答阶段存在的问题 
教师在对学生提出问题之后，给予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

这个阶段即为待答阶段。根据教师提出来的不同类型问题，分
别给予学生回答的时间，以及结合对教师的访谈，可以发现，
教师在这个阶段存在的误区：候答时间过短。 

对于封闭型问题等候时间，老师会等大多数同学思考之后
再回答的比率是 55%，这一结果是比较令人欣慰的，说明教师
已经注意到对于封闭型问题的等候时间，但是大部分的学生表
明老师的等候时间是不够。由此可见，教师在提出封闭型问题
之后，仍然要留给学生更多的思考时间。对于开放型问题，明
显老师的等候时间不足，有 29%的学 

生表明教师在提问之后会立即请学生回答，41%的学生表
明教师会在发问后稍等一会叫答学生。只有 29%的学生表明思
考问题时间是足够的。由此可见，对于学生来说，开放型问题
的思考时间是不充足的。 

（三）叫答阶段存在的问题 

在课堂上，教师在提出问题后，让学生进行作答，这个阶
段即为叫答阶段。通过分析教师有针对性提问个别学生的频率、
对优等生提问的提问频率、以及提问全体学生的频率，可以发
现,教师在这个阶段存在的误区：提问对象缺乏广泛性。有 19%
的学生表明教师不会针对某个同学进行反复提问，只有 9%的学
生表明个别同学容易被提问的情况存在，这说明教师在进行提
问的时候，还是已经有意识要扩大提问对象。有 70%的学生表
明在课堂上，教师给予学习好的同学更多回答问题机会，虽然
教师有意识扩大提问对象，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仍然给予优等生
更多课堂回答机会，间接剥夺了其他同学机会，容易影响其他
同学的积极性。 

二、小学语文课堂提问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在短短的课堂 45 分钟之中，教师在课堂上依然是对学生

进行知识的传递，以考试为导向进行教学，这种教学状况普遍
存在。这种教学状况和教师教学理念密切相关，对于教师来说，
以考试为导向的教学，这种教学理念根深蒂固，很难改变。即
使愿意去改变，但是鉴于自身的能力和精力，设计一种新的课
堂模式，很多教师都会觉得困难，长久以来产生的教学惰性加
之对于设计新课堂模式的困难，教师依然坚持传统的课堂教学
理念，提问环节陈旧，没有趣味性，学生容易丧失积极性。通
过笔者的访谈，发现部分教师在上课之前并没有对课堂提问做
充分准备，都是教师随意发问，访谈中问到“教师是否会精心
设计课堂提问？”，可以看出来，教师都会备课，但是用来准备
提问比例很少，更谈不上精心设计，基本上都是参考课文和教
参，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学情和实际的课堂教学环境。这样准备
不充分的课堂提问，丧失课堂提问问题的价值，对师生来说都
是一种问题价值资源的损失。 

三、小学语文课堂提问的优化措施 
首先，教师的课堂提问要贯穿创新教育的理念。学生社会

参与核心素养的实现，必须要依赖其实践创新能力。教师必须
在课堂教学中保持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
以形成个人创新教育素养为目标，促进教学创新能力的提高，
打造创新型课堂，把创新的观念融入到提问之中，让学生在提
问中使得自身的主体性得到发挥。同时，在这种提问理念之下，
学生的思维水平也能得到不断提高，促进其自身创新性思维的
发展，在课堂提问中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其次，教师要在学生回答问题过程中，认真倾听学生的回
答，以便给出学生具体清晰的反馈。教师在点评学生的答案时，
不仅要根据答案的合理性，更是要结合自己在日常教学中对学
生的了解和观察，根据其不同的气质类型，从关爱学生角度出
发进行具体点评。当学生给出的答案是错误或者不完整的时候，
教师首先要通过点评肯定其回答问题的勇气和想法，对学生例
如:“不错，学习得很认真，但是回答的还不全面，再思考一下。” 

最后，语文教师要依据学生发展特点，引导其发展提问能
力，利用课文内容，向学生提供有效的问题案例，通过了解范
例，发现自己提问问题的不足，促使学生通过学习找到准确的
质疑角度，选择出最有价值又贴近文章内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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