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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背景下高中语文课堂问题情境创设的实践与反思
——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为例

莫熙朝

（阳春市第一中学，广东 阳江 529600）

摘要：在当今深度学习的时代，教育领域也在不断探索创新，以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社会的发展。高中语文课程作为培养学生综

合素养的关键环节，如何在深度学习的背景下更好地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兴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以《子路、曾皙、冉有、公

西华侍坐》为例，探讨在深度学习的视角下，高中语文课堂问题情境创设的实践与反思，旨在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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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语文课堂问题情境创设的价值

在当今深度学习背景下，高中语文课堂问题情境创设的实践

不仅是迫切需要的，更是具有深远的价值。首先，深度学习作为

一种强大的信息处理工具，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能性。

通过深度学习技术，教师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兴

趣爱好和认知风格，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问题情境创设，使之更

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其次，语文课堂问题情境创设有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针对性问题的设置，教师能够使

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学科的趣味性和实用性，从而更

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这种个性化的问题情境创设不仅能

够提高学生的学科学习兴趣，还能够促进他们的深度思考和主动

学习。再次，高中语文课堂问题情境创设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 , 能够挖掘学生的潜在创造力和创新思维，为教师提供更灵活、

多样的问题情境创设工具。通过设置具有启发性和开放性的问题，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思考、独立探索，培养他们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这种培养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的学科素养提升，还

能够为其未来的创新工作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语文课

堂问题情境创设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对学生

的学习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和反馈，为教师提供及时的教学信息。

通过分析学生在问题解决中的表现，教师可以对其进行个性化的

指导和辅导，有针对性地弥补学生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不足。这

种个性化的教学方式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

解和掌握语文知识。

二、问题情境创设的原则

在深度学习的视角下，问题情境的创设应当遵循一系列原则，

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这些原则包括指向学生思

维能力提升、发挥问题情境的中介作用、突出问题情境的真实性

以及突出问题情境的趣味性。首先，指向学生思维能力提升。问

题情境应当设计得具有挑战性，能够激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索欲望。

通过设置深层次、开放性的问题，教师能够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材料，

促使他们进行综合分析和批判性思考。这一原则旨在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在阅读中逐渐形成扎实的思维基础。

其次，发挥问题情境的中介作用。问题情境应当成为教学和学习

之间的桥梁，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和构建知识。通过设置有针对性

的问题，教师可以促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积极应用深度学习算法，

更好地理解和利用信息。这一原则旨在让问题情境发挥引导和启

发学生主动学习的作用，提高信息处理和应用的能力。再次，突

出问题情境的真实性。问题情境应当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实际

学科应用，使学生能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知识的真实性

和实用性。通过将问题与实际情境相结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更

深入地理解文本，提高他们对知识的应用水平。这一原则旨在使

问题情境更有启发性和实际指导意义，增强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和

理解。最后，突出问题情境的趣味性。问题情境的设计应当考虑

到学生的兴趣和个体差异，使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通过设置

富有创意和趣味性的问题，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科兴趣，使其

更愿意投入到阅读教学中。这一原则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促进他们积极参与问题情境创设过程，从而更好地实现知识的传

递和应用。

三、深度学习背景下高中语文课堂问题情境创设的实践策略

（一）践行深度教学理念 , 提高教师自身专业素养

在高中语文课堂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该具备以下专业知

识和专业素养，同时在角色定位和实际操作上应有相应的策略：

1. 文本解读和文化内涵的专业知识：教师需要深入了解选定

文本的背景、作者、时代背景等相关信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理

解文本的深层次内涵。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

例子中，教师需要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四子各自的志向，以及

这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联。

2. 问题设计和引导技巧：教师需要具备设计深度问题的能力，

能够从文本中抽象出引导学生深思的问题。这需要对学生认知水

平、思维发展阶段的了解，以确保问题既具有启发性，又适合学

生的理解和探讨。

3. 课程整合和交叉学科知识：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时，可能

需要整合多个学科的知识，使问题更加综合和有深度。例如，结

合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能够更全面地

思考文本中的问题。

4. 沟通和引导技能：教师应具备与学生进行深度对话和引导

的技能，能够促使学生表达观点、深入思考，并在讨论中引导他

们逐步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这需要耐心、善于倾听，并能够巧

妙引导学生思考。

5. 反思和调整能力：教师在实践中应不断进行教学反思，根

据学生的反馈和表现，及时调整问题情境的设置和引导方式，以

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在实际操作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应是既是知识的传授者，也

是学习的引导者。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自主

探究，同时在问题的讨论中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推动学生思考的

深度和广度。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以通过合作探讨、个人思

考等方式，逐步形成对文本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转化

为对自身学习和生活的启示。

（二）立足文本细读 , 确定文本核心教学内容

首先，教师要理解《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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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篇，记录了孔子与四个弟子畅谈理想的情境。这

一篇生动再现了孔子与学生共同探讨理想的场景，对研究孔子思

想和弟子们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其次，按照教材说明，学生已

经学完必修的四册教材，阅读过多篇文言作品，掌握了一定的文

言词句知识。因此，教师的学习目标包括：1. 介绍语言文化常识：

解释古代名与字、晳字的写法等，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化的理解。2. 落

实文言基础知识：通过细读，使学生读懂篇章大意，过好语言难关，

提高文言阅读水平。3. 理解四子之志和孔子“吾与点也”的思想

内涵：解析四位弟子的志向，理解孔子对各志向的评价，特别是

对“吾与点也”这一思想的深刻理解。

接下来，教师按照教学安排进行一到两个课时的教学：第一，

了解孔子及《论语》的地位和影响。1. 简介孔子思想及《论语》影响：

通过简单介绍孔子思想，阐述《论语》对中国人生活与思想的深

远影响，包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2. 课文出处：引导学生认识本

篇文章的出处，说明选自《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的《侍坐章》。

第二，了解语言文化常识。1. 朗读标题：学生朗读“子路、曾晳、

冉有、公西华侍坐”，解释“侍坐”一词，引导学生理解排列顺

序的文化观念。2. 了解名与字的关系：解释四位弟子的名与字，

讨论古代对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观念。3. 晳字的写法：介绍“晳”

字两种写法的由来，引导学生理解语言发展中的“约定俗成”原则。

第三，落实文言基础，初通篇章大意。

1. 检查预习情况：学生对课文的预习情况，解答疑问。2. 流

利朗读课文：学生逐句朗读，确保正确字音和断句。3. 概括主要

内容：学生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课文大意，加深对文章的整体理解。

第四，理解并探讨四子之志，理解“吾与点也”的思想内涵。

1. 强调孔子的评价：学生回答关于四子之志的问题，理解孔

子对各弟子的评价，特别关注“吾与点也”的解读。2. 深入探究：

分组讨论孔子对四子的评价，思考为什么孔子会对曾晳的志向表

示赞同。3. 分析“吾与点也”的叹惜：学生分析孔子为何在这一

情境下“喟然”而叹，引导深入理解孔子对曾晳的评价。

（三）创设思维训练场 , 搭建高阶思维平台

在深度学习背景下，高中语文课堂的问题情境创设显得尤为

重要。通过深入分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

我们可以采用创设思维训练场，搭建高阶思维平台的策略，从而

引导学生深刻理解《论语》思想，培养他们的高阶思维能力。

1. 创设思维训练场

首先，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我们简要介绍孔子和《论语》

的地位及影响，让学生了解这一经典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以

及孔子思想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其次，通过朗读标题《子路、曾

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引导学生理解“侍坐”一词，了解古

代尊卑有序的观念。结合“以齿为序”的文化传统，让学生认识

到古代社会的尊卑之分。在“了解语言文化常识”环节，对《子路、

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的名与字进行详细解读。特别关注

曾晳“晳”字的写法，引导学生认识到语言和文字的演变，并培

养对自己语言和文字负责任的态度。

2. 搭建高阶思维平台

（1）落实文言基础

在“落实文言基础”中，通过检查预习情况、流利朗读课文、

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主要内容，确保学生初步掌握篇章大意，过好

语言难关。

（2）四子之志的理解与探讨

在“理解并探讨四子之志，理解‘吾与点也’的思想内涵”

环节，学生将深入理解四位弟子的志向，并回答相关问题。重点

突出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培养学生对自己和他人的全面思考能力。

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志向，并对比《论语》中的角色，体察志向

的合理性和实践性。

（3）深入探究

通过深入探究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引导学生分析孔子对各弟

子的不同态度。特别关注曾晳的个性和孔子的反应，“吾与点也”

的思想内涵。通过这种深入分析，激发学生对儒家思想的兴趣，

培养他们理解复杂文本的能力。

四、反思与总结

在深度学习背景下，高中语文课堂问题情境创设的实践必须

经过反思和总结，以确保教学的有效性和学生的全面发展。首先，

对创设思维训练场、搭建高阶思维平台的实践策略进行反思。通

过引导学生了解《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背景和文

化常识，成功地激发了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在语言文化常识

的引导下，学生深入理解了古代社会的尊卑观念，为后续对《论语》

的深入学习奠定了基础。

在搭建高阶思维平台的过程中，确保了学生对文言文基础的

初步掌握。通过检查预习情况、流利朗读课文，学生初步具备了

阅读古文的能力。这为后续深入理解四子之志奠定了基础，确保

了教学的逻辑严谨和学术性。

在理解并探讨四子之志的环节中，学生通过分析孔子对四子

的评价，不仅理解了四子各自的志向，还培养了分析、思考和表

达能力。这使得学生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知识，更是主动参与思考，

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感知和思想深度。

通过对曾晳“晳”字的讨论和对孔子“吾与点也”思想的深

入解读，学生在高阶思维平台的搭建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

和对自身价值观的建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教

学的成功，不仅仅是在知识层面，更是在影响学生成长的过程中

取得了积极成果。

五、结语

深度学习时代，高中语文教育亟需与时俱进，以更好地满足

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科发展的需求。通过以《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华侍坐》为例，本文深入研究了深度学习视角下阅读教学问

题情境的创设与应用。通过实践，我们发现践行深度教学理念、

立足文本细读、创设思维训练场等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思维

能力，激发学习兴趣，使语文教育更具深度与广度。然而，在实

践中也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反思与总结，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学科环境。希望本文对于推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

的创新和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玉清 . 基于问题教学的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改进策略 [J].

当代家庭教育，2023（12）：93-95.

[2] 张凡凡 . 深度学习视域下在学习设计中创设挑战性问题的

策略——以高中语文教学为例 [J]. 新课程评论，2023（02）：89-

96.

[3] 王丽丽 . 高中语文课堂问题情境创设路径探究 [J]. 天津教

育，2022（28）：21-22.

[4] 文迪义 . 试论高中语文教学问题情境的有效创设 [J]. 教育

实践与研究（B），2022（06）：15-18+22.

[5] 张露 . 巧设问题情境 , 激发高中生语文学习热情 [J]. 高考，

2020（04）：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