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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 
◆李伟根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八都学校初中部  江苏苏州  215233） 

 
摘要：初中语文的学习阶段，学生颇有“尽信书”之感，同样的对于教

师的解说形式，对于教师的解说结果也乐于死记硬背，丝毫不产生质疑，

他们的学习逐渐变得机械化，面对语文的知识缺乏灵活思辨能力，更是

无法从多个视角展开语文的思索，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在素质教育的

当下，关注对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帮助学生产生对语文的独立质疑，

只有产生质疑才能够发散思维， 终强化学生的语文学习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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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质疑能力是指学生独立的分析思考能力，在个性化的
阅读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疑惑点，进而能够将思维分成两个区域，
一部分是已经消化吸收的，一部分是存在困惑的，当学生的思路
较为清晰时，有助于课堂上的因材施教，在质疑能力的培养过程
中，教师应注意营造出较为轻松自在的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大胆
的提问，不再唯唯诺诺，敢于在课堂上分辨问题，激发出学生的
语文探究欲望，通过质疑能力的培养，让初中语文的课堂充满生
机。 

1.营造自由质疑的环境 
相对而言，学生更愿意在较为轻松的环境中提出自己的质

疑，比如传统教学中，学生们提出自己的想法，提出一些有趣有
创意的观点时，教师往往觉得学生在扰乱课堂的秩序，对学生教
育批评，导致学生们都只能按照教师的思路去解答，课堂上有提
问的时间，但提问互动中学生们也是按照教师满意的思路来组织
语言的，新时期部分教师已经意识到学生独立思考的重要性，鼓
励学生产生个性化的思路，因此就允许学生提出不同的想法，但
学生们还是习惯被动听课，很少愿意“出头”，教师的教学形式
较为严肃，学生感受也较为枯燥，反而教师利用诙谐幽默的语言
来互动，并表现出对学生的期待，学生们也自然的愿意与教师交
流，而对于勇敢表达，有自己独立思维的学生，教师积极的给予
表扬，树立榜样的力量，这样课堂上很快就能够热闹起来，学生
们也更为喜欢教师。如，在学习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可以
引导学生进人这样的情境：“背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背影是在什
么的家庭背景下产生的?这样的背影和主题有什么联系?如果课
文的主角是换成你和你的父亲呢?”将学生置于情境当中，就能
够体会到其中的情感了。质疑是思维的导火索，是学生学习的内
驱力，它能使学生的求知欲由潜在状态转入活跃状态。中学生具
有好奇好问，求知欲强、希望独立思考等特点，教师应从中学生
的这些身心特点出发，积极培养学生勤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问
题的好习惯，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对于“疑”和“问”来说，教师就要培养学生质疑的兴趣，教给
学生质疑的方法，使他们自觉地在学习中质疑，在质疑中学习。
《沙漠里的奇怪现象》对沙漠里千百年来视为魔鬼作怪的可怕现
象，从科学角度做出了正确分析、解释，表明了一-切怪异现象
都可以用科学道理来说明的真理。在教学开始时我问学生："沙
漠里除了黄沙滚滚，还能有什么奇怪的现象呢? "学生带着质疑的
心理去看课文。在结束时我问：“沙漠里还有其他奇怪现象吗?”
学生又可以带着疑问下课，并且可能带着这个疑问去探寻，从而
产生新的疑问，如：“沙漠里为什么会有‘大雪飞满天，瞬间就
不见’的现象? "学生在探寻解决疑问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新的疑
问。也就是有了质疑的兴趣。 

2.创设问题情境 
创设问题情境是启迪学生思维，培养质疑意识的重要开端。

在此基础上还应鼓励和启发学生于无疑处生疑。学生读书，一定
会产生许多问题，然而受传统教育的束缚，教师忽视学生学习中
质疑的潜能，不能发挥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有意或无意地在
压抑学生好问的天性，致使学生产生了各种心理障碍，不利于学
生质疑能力的发展。有鉴于此，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
使学生认识到质疑的重要性。要留心观察生活，认真阅读教材，
捕捉问题信息，敏锐发现问题。利用教材中设置的问题进行举一

反三的训练发问。通过比较联想等质疑方法，从同中求异.异中
求同等多维角度进行思考，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质疑。如《天上
的街市》:天上真有街市吗?诗人为什么会从街灯联想到明灯，它
们之间有哪些类似的地方?为什么天空是缥缈的?既然“缥缈”又
为什么说“定然有”“定然是”“定然能够"?这样训练自已找问题
的思路。鲁迅的小说《社戏》，描写的是一个江南水乡生活的文
章，学习这篇文章后，农村来的同学或有类似经历的同学可以描
述一下自己的童年类似的轶闻趣事，这样就可以勾起对童年的向
往和回忆，增强阅读的向往。 

3.紧扣题目质疑 
众所周知，题目是对一篇文章的高度概括，通过题目可以简

单的了解一篇文章的精髓。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学生在阅读课文
的时候，很少关注到文章的题目，甚至基本不看题目。这样的话
往往会造成部分同学对课文的错误理解。所以，在初中语文课堂
教学当中，教师必须要引导学生首先看清楚题目，并形成疑问的
良好习惯。对于不同类型文章和不同文体的文章，同学们看到题
目的时候应该形成自觉疑问的习惯。具体到《孔乙己》这篇课文，
我在进行课文教学的时候，就是从标题入手的。提出了下面这样
的问题：“孔乙己的姓是什么?名是什么?孔乙己是他的原名马?”
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就给同学们设置了一个悬念，激发学生的探
究意识，让大家积极开动脑筋从课文中寻找问题的答案。教师经
常对题目进行示范质疑，时间久了同学们就会模仿教师，在无形
中不断提高自身的质疑水平。 

结束语 
引导学生质疑，就是引导培养学生具有逆向思维、发散思维，

不墨守成规、不迷信权威，敢于发问，敢于质疑的品质。大胆质
疑的品质是创造者的第一素质。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把培养学生
的质疑精神放在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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