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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师串联式提问的应用研究 
◆杨颖莹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00） 

 
摘要：课堂提问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交流情感，

促进学生思维发展，培养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课堂提问需要借助于科

学的课堂语言作为载体。同时，课堂问题之间存在逻辑联系，既有横向

联系，也有纵向联系，如何串联起课堂问题，提出高效的课堂问题，对

于提高课堂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对串联式提问中的问题是什么，

及怎么做进行分析，进行串联式提问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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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串联式提问的概述 
“串联”一词指的是内容一个一个的联系，为了共同的行动，

贯穿链接。串联式提问指的是，将小学数学课堂中的问题联系起
来，为了达到 后的教学目标，而行动。 

1.1、串联式提问中的问题是紧密联系的。 
首先具有横向联系。横向联系指联系是平行的，非上下级关

系。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具体表现在问题中隐藏的知识点具有类
似和比较的意义。问题中的知识点同属于一个知识框架，是平行
关系。在北师大版小学五年级下册“平均数的再认识”中，平均
数属于表示集中趋势的统计量，同时表示集中趋势的统计量还有
众数，平均数，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提问比较三种统计量的异同
点，找出三种统计量的横向联系。 

其次，串联式问题之间具有纵向联系。纵向联系是指联系之
间并非平行关系，是上下方向的联系。串联式提问中，问题的纵
向联系表现在，教师提问的问题之间的时间联系。新的知识往往
有旧的学习经验作为支撑，是旧的学习经验的跳跃。比如：在“平
均数的在再认识中”，先抛出问题“平均数是如何得到的？”回
忆平均数的计算方法，再在情境中探索极端数值对于平均数计算
的影响。问题之间的纵向联系还表现在，问题之间的层次联系，
也就是难易程度的联系。 

1.2、串联式提问具有精炼，高效的特点。 
串联式提问是经过筛选，数量适中的，精炼的问题；串联式

提问是高效的提问方式。它的高效表现在，它的产生具有坚实的
现实基础，它来源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学生的认知矛盾，及
教材特点；串联式提问的高效还表现在，串联式提问是围绕所学
材料的核心问题架而成；同时，串联式提问具有目标导向，致力
于解决学生认知矛盾。 

2、串联式提问的误区 
2.1、串联式提问是教师为问题主导，学生为问题解决主体，

一问一答的教学形式。 
串联式提问从形式上看，问题是由教师不断发出，学生解答

教师问题的过程。但从源头上，串联式提问的发起者是学生，教
师只是发现学生问题，并通过问题表达的传递者。从问题的解决
方式和时间上来看，教师在情境中，为学生设立思维跨越的支架，
学生进行思考探究，方式和时间由学生决定。在整个过程中，学
生是主体，教师只是引导者。 

2.2、串联式提问是形式单一的教学方式 
教师的课堂语言有叙述性语言，也有提问语言，同时还有评

价性语言等。串联式提问在课堂应用中，教师需要用叙述性语言
讲解所学材料，吸引学生注意力到所学材料，引发学生思考。串
联式提问的应用一定还伴随着教师精准，及时的评价性语言。只
有在精准评价后，学生才能对自己的思维成果得到清楚认识，巩
固学习成果，激发学生的思考，形成学生思考—教师评价——学
生再次思考的良性循环，使串联式提问发挥真正的效能。 

3、串联式提问的应用策略 
3.1、紧扣问题产生的现实基础，提出真正所需的，有价值

的真问题。 
串联式提问的现实基础既基于教材，也基于学生。首先教师

应分析所学教材的编排特点，明白所学材料的所属知识名称及知
识体系。其中，既要横向把握知识之间的联系，联想对比类似知
识点，也要将知识进行纵向对比，分析学习材料在所属知识体系
中的位置，与同系知识结构中上下知识的联系，既要复习巩固，
也要留有思考空间，做到延伸学生已有知识体系，并为下一步学
习奠定基础的作用。 

串联式提问还有应该重视学生的身心发展基础，以学生已有
的知识储备出发，满足学生的需求，解决学生的认知矛盾。小学
教师在进行串联式提问之前，可以在课堂之前通过课后作业，测
试等检测学生的已有知识水平。 

只有结合教材的特点，学生已有基础，才能确定教学的重难
点， 后产生有价值的问题。 

3.2、串连式提问内容紧密联系，提前预设和课堂生成相结
合。 

小学数学教师在设置问题串的过程中，问题之间应该紧密联
系。首先表现在设置的所有问题应该围绕教学核心内容，以不同
形式实现核心问题架的构建。问题之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
由相对封闭到逐渐开放，层层递进。在提前设置问题串后，教师
还应该重视课堂生成部分，充分利用课堂生成资源。避免在应用
中单一按照课前预设问题，忽视学生的生成部分。这样机械的课
堂，只是完成了教师“教”的目标，却远离了学生“学”的目标，
难以实现教学统一。 

3.3、抓住提问时机，巧妙生成问题串 
教师在进行串联式提问时，应该在教师与学生思维形成共

鸣，或发生思维碰撞的时候，巧妙抓住问题形成的关键时机，抛
出问题，让学生在强烈的好奇心，饱满的学习兴趣的驱使下，思
维高效运转，和教师一同解决问题。 

3.4、提高教师提问语言的精准性，开放性，科学性，简洁
性。 

教师在进行串联式提问时，提问语言的指令应该准确，易懂，
学生得到指令能够快速理解问题内容，对问题进行思考与解答。
同时，教师应该避免问题范围过大，让学生无从下手，造成教师
提问，学生茫然无措的局面。相反教师提问范围不能过小，局限
于学生思维，问题内容的范围适度，带有一定的开放性。数学的
表达语言不仅要求精准，数学的概念的表达还应该科学。重复，
啰嗦的课堂提问语言易让学生找不到教师语言中的重难点，难以
清楚的辨别语言信息。 

3.5、让串联式提问语言富有吸引力，生动，富有创造力。 
教师在组织课堂语言的时候，课堂语言与提问素材应该生动

形象，易于打开学生思维，为学生发展创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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