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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

下简称《课标》）提出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四个方

面：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其中，思

维品质指思维在逻辑性、批判性、创新性等方面所表现的能力

和水平。思维品质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心智特征（《课

标》，2 0 2 0）。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十分密切。学习和使用语言

要借助思维，同时，学习和使用语言又能够进一步促进思维的

发展（程晓堂、赵思奇，2 0 1 6 ）。因此，教师应当将语言教

学与学生思维品质培养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致力于学生核心素养

的发展和提升。

提问是课堂教学中广泛采用的一种重要手段，课堂提问的

有效性直接影响着教学的质量，影响着学生思维的训练（江胜华

等，2017）。有效的课堂提问能够提供给学生自由表达的机会，激

活学生背景知识，增进师生互动，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引导学

生有意识的对学习材料进行深入思考、分析和评价，促进学生高

阶思维的发展。本文从教师课堂提问的问题层次和问题数量两个

方面，结合具体的课堂教学实例，分析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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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课堂提问来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

2　核心概念

（1 ）思维品质。中学生思维品质包含三个维度：逻辑思

维、批判思维和创造思维。逻辑思维能力指学生基于不同语

境，通过对比、推理、归纳和整合各类信息的内在联系，分

析事物本质、揭示事物规律的能力，是英语学习的基础。批判

思维能力是指学生用自己的看法去分析问题，对看到、听到、

读到的事情进行阐释、分析、评价、推理、解释等（Facione，

1 9 9 0；陈则航、王蔷，2 0 1 6），具有批判精神和质疑精神。

创造思维能力是指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创造性的发现或解决问题

的能力，能够对学习内容进行反思，产生新的想法和见解，生

成创新性学习成果。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总结和归纳文本信息，

辨别不同语言形式和文体特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反思

性学习能力，鼓励学生判断和评价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促进学

生思维品质的发展。

（2）教师提问。Sinclair 和 Coulthard（1975）认为提

问是教师课堂话语中常见的话语类型之一，也是教师常用的教学

方法。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教师提出不同的问题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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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关注，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促进学生对语

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询问学生的观点和看法，以及提高学生的

口语表达能力。课堂提问能够帮助学生输出可理解性的学习成果，

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学习

自信。课堂提问也能够有意识的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

Bloom（1956）将教育目标划分为三个领域：认知、情感与动

作技能。将认知领域的目标从高到低分为：知识、领会、运用、分

析、综合、评价。Anderson和Krathwol（2001）对布鲁姆的教育

目标分类进行了优化，将认知目标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划分为六个

层次：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前三者属于低层

次思维，指向浅层学习，后三者属于高层次思维，指向深度学习。

实现学生低阶思维与高阶思维融合发展是提升学生思维品质的主

要途径。

根据Bloom和Anderson等人对认知领域目标的分类，可以

将有效课堂提问划分为六个层次：记忆层次问题、理解层次问

题、应用层次问题、分析层次问题、评价层次问题和创造层次

问题。本文将着重分析教师如何通过不同层次的问题实现对学生

思维品质的培养。

3　课堂观察与分析

本文以第十届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观摩培训中的一节阅读课

Points of View 为例，对课堂教学过程进行反复观察和记录，

着重记录并分析了教学过程中教师课堂提问的问题数量和问题层

次，结合教师和学生对问题的反馈，分析教师如何通过不同层

次的问题来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

（1）教师提问数量。本节课教师共提出27 个问题，涵盖

六种问题层次。记忆层次问题是本节课出现频次最高的问题类

型，共出现15 次，占问题总数的55%。其次是理解层次问题，

共出现5次，占问题总数的18%。评价层次问题共出现3次，占

问题总数的11%。分析层次问题共出现2 次，占问题总数的7%。

最后，应用层次和创新层次问题各出现1 次，分别占问题总数

的 3 %。

（2）教师提问层次。不同层次的问题从不同方面训练了学

生的思维能力。笔者结合教案实例分析每一层次的问题是如何培

养学生的思维品质的。

3.1　记忆层次问题

本节课共提问记忆层次问题15 个，是提问次数最多的低层

次思维问题。教师通常设置记忆层次问题帮助学生回忆以往学习

过的知识，或者要求学生从学习材料中快速检索并提取有关信

息。记忆层次问题能够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片段 1 ：

T: What groups of people do you think are these

commercials made for?

S: Kids.

T: Kids or we can say children.

在上述课堂对话中，教师让学生观看多媒体上的图片，然

后询问学生“What group of people do you think are these

commercials made for? ”。学生需要观察图片，发现这些图

片的共同特征，联系自己相关的背景知识，从而发现图片中广

告的目标对象是青少年群体。此类问题只需学生迁移以往知识，

这能够有效激活学生的背景信息，帮助学生更好的迁移和运用知

识，提高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和系统性。

3.2　理解层次问题

理解层次问题在本节课出现了5次。理解层次问题没有固定

的答案，学生需要基于自己对学习材料的理解与分析，对问题

进行思考，用自己的语言对语篇内容进行表述。这类问题能够

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有效提升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片段 2 ：

T: It is illegal for children to work in factories, if

something is illegal, it is allowed by law?

S: No.

T: No, so we can see it is actually banned by law,

good!

在上述教学片段中，教师抛出问题“If something is

illegal, is it allowed by law?”。 对于这个问题，课文中

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确切的答案。教师提问的目的在于了解

学生是否理解“illegal”的含义。如果学生阅读过并且熟悉

文章内容，他们就会知道“illegal”的意思是“be banned

by law”。学生需在文中定位到该句，理解句意，从而获取答

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得到了训练。

3.3　应用层次问题

应用层次问题属于低层次思维问题，在本节课中出现了 1

次。通常，教师在教授新单词、语法规则、文体结构后会给

学生提供特定情境或需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以对所学知识进行

应用和操练。应用层次问题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片段 3 ：

T: When will you feel in inferior？

S: When I get bad grades, I will feel in inferior.

T: Good, that’s all right. We have ups and downs in

life. That’s all right.

在上述教学片段中，教师在没有提前教授短语“i n

inferior”的意思和用法的情况下鼓励学生使用其进行造句。

学生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出“in inferior”的含义。通过造

句，学生对这一短语进行了练习，巩固所学内容，同时帮助教

师了解学生对新知的掌握情况，以及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高了学生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和逻辑性。

3.4　分析层次问题

分析层次问题在本课中出现了2次，是提问次数最多的高层

次思维问题。分析层次问题要求学生分析语篇结构，厘清和总

结段落与句子间的逻辑关系、事件的因果关系。学生需要思

考、分析、推理文本内容，查找并提取信息。分析层次问题

训练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教学片段 4 ：

T：As you may have found, we have four passages on

this page, right? Marked by A, B, C and D, then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s the complete article? And which three are

just parts of letters? How about deskmate?

S: I think A, passage A is the whole passage and B, C,

D is the three comments.

T: Are letter cuttings.

S: Letter cuttings.

在上述教学片段中，教师提问学生“Four passages,

which one is the complete article? Which three are just

parts of letters?”，需要学生分析文章的体裁特征。学生

需通读全文，概括每部分的主旨，分析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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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再进行判断。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学生思维的全

面性、逻辑性和批判性。

3.5　评价层次问题

评价层次问题共出现3次。评价层次问题指学生能够遵照特

定的规则或标准，对概念、观点和信息提出质疑、进行对比和

选择的能力。此类问题通常需要学生判断、评价、比较和证明

某一观点、行为和事件，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并给出支撑

性信息。评价层次问题对应着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

教学片段 5 ：

T: Would you please talk to your deskmate what’s

your point o view on this topic, and what may be your

supporting reasons or details?

S: I am disagree with the commercial.

T: You say you think TV commercials are...?

S: Bad.

T: Bad, OK.

S: Because I think children should be more and so

compared with story books, children should not be more

likely to choose money or possessions.

在上述教学片段中，教师让学生同伴讨论自己对

“commercial”的看法，并给出理由。本篇文章的话题具有争

议性，学生需要对该话题进行思考和评价，明确自己的立场并

用事实性的信息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批判

思维能力得到了较好锻炼。

3.6　创造层次问题

创造层次问题在本课出现了1次。创造层次问题通常是指教

师提供真实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创造层

次问题能够鼓励学生观察并发现事物之间的不同，产生新的想法

和观念。这类问题要求学生发现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知识进

行整合。此类问题的答案通常是开放性的，学生可以就某一话题

或问题进行头脑风暴、畅所欲言、大胆尝试。这个过程能够有效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教学片段6：

T: Now, would you please work in groups of four, try

to ask a question to challenge, to fight against 1, 2, 3

or 4, you just choose one place to challenge, and simply

explain why your group want to ask that question. Am I

clear?

S: Does 20% means all.

T: Yes, that’s your question. Why?

S: So, 20% is not a big number and the most of

children don’t pursue money or possessions.

T: OK, so you mean how about the rest of students, the

rest of children?

S: The rest of children.

T: You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thinking.

S: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thinking.

在上述教学片段中，教师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学生需要选

择一个论点进行支持或反驳。首先，学生需要对论点进行评判，然

后基于自己的知识和价值观进行论证。辩论的过程中，学生不

仅需要运用到所学语言知识，还需立足个人的理解和判断表达自

己的看法。对于同一论点，不同学生的看法不同，易产生新的

理解和观念，能够实现不同思想的碰撞，促进创造性学习成果

的产出。

本节课教师依托语篇，融合语言知识和技能，问题的设置从

关注低阶思维的发展逐步转向关注高阶思维的培养，符合学生的

认知发展水平。引导学生对话题进行提问和质疑，对文本进行深

入探究和分析，鼓励学生在小组中进行交流和讨论，促进学生之

间的互动，发展和提升了学生的思维品质。

4　结语

一名优秀的教师应当将学生放在首位，善于和学生互动，

关注学生思想和情感的表达。课堂提问能够给学生自由表达的

机会，提高学习积极性。通过对本节阅读课的观察与反思，笔

者总结了几点有效课堂提问的建议：1.问题数量合理化。问题

设置应当为教学服务，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合理

设置问题数量。2.问题层级多样化，问题难度层次化。问题的

设置应当从低级到高级涵盖六种不同层次，难度逐级递升，后

一问题建立在前一问题的基础上，适应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理解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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