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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问的方式与方法

缪小燕

宜昌市枝江市七星台镇七星台小学　湖北宜昌　443200

摘　要：本文介绍了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问的方式和方法。有效的提问方式包括创设情境、结合教材、利用多媒体、

讲究节奏和关注差异。而有效的提问方法包括发散式提问、探究式提问、层次性提问、比较式提问和转折式提问。这些方

式和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他们的想象力、思考能力、归纳能力、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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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效的提问可以激发学生的

兴趣，引导他们思考，促进他们的学习和发展。然而，如何

提出有效的问题成为了许多教师面临的挑战。本文将介绍小

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问的方式和方法，帮助教师提升教

学效果。

1.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问的方式

1.1 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通过情境的创设，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学习。教师可以通过构建贴近学生生

活的情境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可以构想一个课堂

上的实际角色扮演活动，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参与，将《草船

借箭》的情景现场演绎。当课堂的灯光缓缓暗下，一束聚光

灯照在前方模拟的船头上，学生们安静下来，眼睛聚焦在即

将上演的历史剧场上。老师，身着一袭汉服，扮演诸葛亮，

他站在船头，手中轻扇微动，眉头紧锁，似乎在筹划一场大

计。学生甲和乙拿着制作简陋的木剑，身穿曹军战袍，站在

船尾，讨论着刚接到的奇怪命令——为何要向这些空船放

箭？而学生丙则扮演观察员，用一根望远筒假装观察远方的

曹军，不断报告敌情。随后，老师播放了战鼓的音效，模拟

江面上战争的紧张气氛。学生们开始模拟射箭的动作，而‘诸

葛亮’则以高超的演技，展现出深谋远虑的形象，不时指挥

着‘士兵们’调整射击角度，以确保每一箭都能射入浓雾中

的目标。这样的表演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也让学生们在亲

身体验中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紧张局势和诸葛亮智取曹军

箭矢的妙计。

1.2 结合教材，启发思考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运用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深入思

考是极为重要的。这种方法不仅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还能

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使课程内容更加吸引人。以经典的《咏

鹅》为例，教师可以巧妙地设计问题来启发学生的思考。教

师首先可以询问学生：“这首诗中的白鹅给你们留下了哪些

深刻的印象？”这个问题引导学生去观察诗中的细节，描述

鹅的外形和行为特征。接着，教师可以深入问：“诗人为什

么要在诗的开头连续使用‘鹅鹅鹅’？这样的重复有什么作

用呢？”这个问题能够引导学生理解诗歌的修辞手法，感受

语言的韵律美，同时挖掘诗人可能的创作意图。然后，教师

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的想象力，提出：“如果你们要创作一

幅画来展现这首诗的意境，你会如何构图？会在画中加入哪

些元素？”这样的问题不仅挑战学生从文字走向图像的转换

能力，还鼓励他们将个人情感和审美倾入创作之中。

1.3 利用多媒体，丰富提问形式

通过使用多媒体工具，教师可以呈现丰富的图像、音

频和视频材料，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同时，多媒

体也提供了更多的提问形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

识。在教学《春晓》这首诗时，教师可以播放一段春天的视

频，展示泉水叮咚、花开鸟鸣的场景，然后提问学生：“这

段视频中，哪一幕最能代表春天的景象？为什么？”接着，

教师可以展示诗句配合的画面，让学生体验古人是如何利用

诗句来抒发他们对春天的情感与喜爱，感受古人对春天的热

爱与崇敬。教师还可以利用互动软件让学生点击他们最喜欢

的春天元素，并分享原因。这种方式的提问不仅增加了视觉

和听觉的刺激，而且提高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使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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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体验更加立体和生动。

1.4 讲究节奏，把握提问时机

在讲授《大青树下的小学》这篇课文时，教师同样可

以运用恰当的提问节奏和时机，以提升学生的思维活跃度。

以下是一个可能的教学流程和提问策略的例子：1. 背景引入：

开始课程前，教师可以先讲述一些关于民族教育的背景，例

如中国不同民族的分布、文化、语言等。之后，教师可以询

问学生：“你们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这样的问

题可以检测学生的预备知识，同时引起他们的好奇心。2. 课

文介绍：教师带领学生阅读《大青树下的小学》课文，让学

生对内容有一个初步的理解。3. 思考问题：在学生阅读完一

部分课文后，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如果你是这所民族小学

的一名学生，你的一天会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鼓励学生

将自己置于课文描述的环境中，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同理心。

2.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问的方法

2.1 发散式提问，培养想象力

在小学语文课堂上，老师利用发散式提问来激发学生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例如，在讲解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关于

自然景观的课文后，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位拥

有创造力量的魔法师，你会创造一个怎样的自然景观？”这

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自由发挥。

小明想象自己创造了一片能够随四季变换颜色的森林，春天

是嫩绿色，夏天是深绿色，秋天是金黄色，冬天是银白色。

小红则构想了一个晚上会发光的彩色湖泊，湖水随着月亮的

圆缺变化颜色，营造出不同的氛围。每个学生都踊跃地分享

自己的创意，班级中充满了欢声笑语。老师引导学生将自己

的想法绘制成图画，班上的班级文化栏很快就被这些五彩斑

斓的“魔法景观”装饰得生动起来。这样的活动不仅锻炼了

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他们对语文课堂的学习兴

趣，同时也加强了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2.2 探究式提问，培养思考能力

探究式提问是指教师通过提出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

主动思考、探索和发现知识。与传统的闭合性问题相比，探

究式提问更加注重学生的思考过程和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不

仅仅是追求正确答案。通过探究式提问，学生可以主动思考

问题的原因、关系、解决方法等，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和应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例如，当学习《和时间赛跑》

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通过提问：“为什么作者会选择‘和

时间赛跑’作为故事标题？”，促使学生思考时间的概念以

及它在故事中的象征意义。这样的问题不仅让学生分析标题

与故事内容的关联，还能引导他们思考时间对人生的影响。

教师可以提出：“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会如何利用时

间？”这样的问题鼓励学生将自己置于故事情境中，引发对

个人时间管理和价值观的反思。

2.3 层次性提问，培养归纳能力

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层次性提问可以帮助学生逐步提

炼信息，培养归纳和总结的能力。以《繁星》这篇课文为例，

老师可以首先询问学生：“文中描述了哪些自然景象？”在

学生回答之后，再提问：“这些景象给你的感觉如何？”最后，

老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思考：“这些自然景象如

何体现了作者的情感？”通过这一系列问题，学生不仅需要

识别文中的关键信息，还需要从中感知作者的情感，最终能

够归纳出作者通过自然景象表达的深层意义。

2.4 比较式提问，培养分析能力

利用比较式提问来教授关于《燕子》与《荷花》的课文，

教师可以设计一系列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分析文本，比较

两者在不同层面的特点和内涵。以下是如何针对这两篇课文

进行比较式提问的例子

课文概述

教师引导学生阅读关于燕子和荷花的课文，理解基本

内容和主旨。

直观比较

提问：“燕子和荷花在形态上有哪些明显的不同？请

描述它们各自的特点。”

3. 环境适应性

提问：“燕子和荷花分别是如何适应它们的生活环境

的？你从这些适应性中学到了什么？”

学生需要思考燕子的飞行和筑巢能力，以及荷花的水

生生活方式，从而认识到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4. 生命活动

提问：“燕子的迁徙和荷花的周期性开花，这两种生

命活动给人带来什么不同的启示或象征意义？”

学生通过比较燕子的行为和荷花的生长周期，来探讨

它们的生命意义和象征。

5. 文学表现

提问：“这两篇课文中，作者分别是如何描绘燕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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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的？他们使用了哪些文学手法来表现燕子的灵动和荷

花的端庄？”

学生在比较两者的同时，也能学习和识别不同的文学

手法。

通过这样的比较式提问，学生能够从多个角度分析和

理解课文内容，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语文素养，也锻炼了他

们的分析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

6. 结束语

有效的提问方式和方法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重要

环节。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结合教材、利用多媒体、讲

究节奏和关注差异等方式，以及发散式提问、探究式提问、

层次性提问、比较式提问和转折式提问等方法，激发学生的

兴趣，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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