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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

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中国文化课堂越来越受到重试。为了

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少教育工作者开始将

启发式教学思想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启发式教学作为目

前重要的教学手段，重在启发诱导，培养能力。如何做到有效

适度地启发诱导，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

究：巩灏祎 王猛[1]从讲授方法、设计内容两个方面谈到了启发

原则和方法；孙海丽 张慧君[2]从课堂教学中的不同方法谈到了

启发式教学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导性不断优化的问题；祖晓

梅[3]将提问作为汉语课堂文化教学的基本方法，谈到了提问对文

化教学的意义，并从提问的内容和策略中分析了一些提问的实

例,综上研究所述，课堂提问作为启发式教学的手段之一，是实

现启发目的的有效途径，但提问一定要讲究技巧，注意有效

性。那么留学生文化课堂中如何设计有效的课堂提问呢？这些提

问对启发式教学又有哪些促进作用呢？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话

题 。

1  什么是启发式教学

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凡，则不复也”，再到近代布鲁纳

（1960）提出的“发现法”,保加利亚教育家洛扎诺夫（1966）

提出的“暗示法”又称启发教学法[1]，都从不同角度对学生在

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进行了探讨。

现代教学论认为：启发式教学，就是根据教学目的、内

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知识规律，运用各种教学手段，采用启

发诱导办法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以促

进身心发展。[4]我们可以看到启发式教学的关键词有两个导向：

对教师而言是引导、启示；对学生而言是主动性、积极性。要实

现这这两种导向之间的有效沟通，我们需要从启发式教学的实施

途径来考虑。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启发式教学有不同的实施途径。忽江

华[5]根据教学的环节、教学活动方式、逻辑思维、创设的情景

类型以及运用教具启发等标准阐述了启发式教学的不同的实施途

径。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有效的课堂提问是激发学生

主动学习最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启发方式。提问能启发学生思考，

鼓励学生进行下一步学习。在汉语文化课堂中，教师作为课堂教

学过程中的引导者，不仅需要担任演示、组织、检查这些角色，更

重要的是引导者的角色。这一角色要求教师在文化课堂中承担

“搭梯子”的任务，引导学生自己爬，而有效的课堂提问则是“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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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7]

2  课堂提问对启发式文化课堂的意义

随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论的不断深入，课堂提问

作为启发式教学的重要手段被不断应用到汉语文化课堂中。问与

答是最基本的交际方式，也是语言课最基本的训练方式。语言

与文化关系密切，二者相辅相成。启发式文化课堂重在“以学

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其交际化、过程化的特点决定了

提问可以成为文化教学的有效方式。此外，祖晓梅[3]从汉语教

学中文化教学的目标、文化教学的内容以及汉语技能课的特点谈

到了采用提问教学的必然性。提问作为一种文化教学策略，体

现了“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原则；能够培养学

生的文化敏感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于文化的积极态度；同时

能同步训练文化学习和汉语技能；最为重要的是，提问的方式

便于引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达到

启发目的。

3  课堂提问的误区

在启发式文化课教学中，虽然许多老师经常采用提问的方法

来引导学生回答问题，但其倾向性和不足相当明显。一，忽略

文化课教学的敏感因素。文化课教学有其特殊性，除了对文化

知识的掌握以外，还要培养学生对隐藏在文化现象之外的价值

观、社会习俗、规约、行为模式、交际风格等深层次文化因

素的敏感性[3]。许多教师在设计课堂提问时往往过多关注文化知

识层面，忽略现象之外的隐藏因素。二，提问的形式过于形式

主义。提问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也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教

师抛出一个问题后，要注重学生的思考结果，对学生的回答要有

适当的回馈和引导，为后续的提问创造基地、提供辐射力。三，教

师对问题的有效性缺乏正确认知。首先是单个问题的有效性，教

师提问时，应该简洁、清楚，有侧重点，要确保每一位同学都能

理解；其次，多个问题的有效性。完整的文化课堂，课堂提问不

是孤立存在的，问题要有目的性、关联性、逻辑性和思考性。祖

晓梅[3]在谈到文化教学目标时，在Seelye(1997:26) [6]“谁”

“什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为什么”之外加了一个“怎么

样”。“5W”加上“怎么样”可以作为启发式文化课堂问题设置的

总目标。

4  有效课堂提问的设计思路

启发式文化课堂中，课堂提问要具备有效性，在提问的设

置上需注重问题的真实性、适度性、趣味性、相关性、逻辑

性以及启发性。现选取文化课堂中两个个实例，结合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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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词汇、语法、语用以及文化因素的处理来进行有效课堂提问

的设计。

4.1无锡美食文化（教学对象为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

无锡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毗邻太湖，饮食颇具江浙风

味，以甜鲜为主。学生在学习了解无锡地区的饮食特色以外，

还需要在“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在哪儿吃”“和谁吃”

之外了解“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本章节的课堂提

问以此展开。具体说来：

关于无锡人：

（1 ）无锡人喜欢吃什么？（太湖三白、小笼包、无锡排

骨 ）

（2 ）他们喜欢去哪儿吃饭？

（3 ）他们什么时候去外面吃饭？

（4）他们经常和谁一起去外面吃饭？

思考：为什么？学生在回答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发挥引导

作用，通过这四个问题简单归纳总结无锡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关于学习者

（1 ）你吃过无锡菜吗?

（2 ）你吃过什么无锡菜？

（3 ）你喜欢吃无锡菜吗？

（4 ）你为什么喜欢 / 不喜欢无锡菜？（味道）

（5）你的中国朋友喜欢无锡菜吗？

（6）你和你的中国朋友一起吃饭时，他们常常说什么？做

什么？

（7 ）除了无锡菜以外，你吃过别的中国菜吗？

（8）中国菜和你们国家的菜有什么不一样？

以上问题关注学习者个人，从“怎么样”出发，内容涉

及饮食信息、体验结果、饮食观念、饮食文化差异等方面内

容，通过简单的回答和讨论这些问题，学习者不仅了解了无锡

饮食文化的习俗和观念，而且锻炼了汉语表达能力。更重要的

是，这些真实而有意义的问题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同时

使文化课堂更具启发性。

4.2 汉朝丝绸之路（教学对象为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

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以长安(今西安)、

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

陆上通道。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

商人、僧侣等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8]

关于“丝绸之路”

（1 ）“丝绸之路”怎么来的？（历史由来）

（2 ）“丝绸之路”发生在哪儿？

（3 ）为什么叫“丝绸之路”？

（4 ）路很远，到处都是沙漠，怎么走？

（5）路上来回穿梭的都是什么人？

（6 ）“丝绸之路”上环境恶劣，为什么有人穿梭？

（7 ）“丝绸之路”上进行了哪些交换？

（8 ）“丝绸之路”上有过哪些交流？

（9 ）“丝绸之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以上问题以文化知识理解为基础，内容涉及文化知识本身以

及文化信息背后的思考。学生需要在了解文化知识的基础上，

完成独立思考。比如问题（5 ）“丝绸之路”上环境恶劣，为

什么有人穿梭？这个问题在设置时考虑的是文化行为和文化观念。

通常意义上，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们的选择往往时消极地“躲

避”，但丝路上的商旅、使者、僧人他们没有“躲避”的原因是什

么呢？他们不怕死吗？学习者需要对他们背后的身份进行挖掘，

理解现象背后这些行者的使命以及包涵的文化观念。再如问题

（8）“丝绸之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学

习者需要联系丝路的文化知识，并对这些知识进行分析归纳再结

合自己的理解给出答案。这个问题有总括性的意义，是对前面七

个问题所涉及的知识点的归纳和提炼，有利于学习者发挥主观能

动性，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

关于学习者

（1 ）你的国家在哪儿？在“丝绸之路”的线路图上吗？

（2 ）“丝绸之路”上交换的东西里，你最想交换中国的

什么东西？

（3）如果“丝绸之路”经过你的国家，你想拿什么去交换？

（4）如果你是商人，你会骑着骆驼走在“丝绸之路”上吗？

（5）你来中国学习和“丝绸之路”有关系吗？

（6 ）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有什么关系？

以上问题，以学习者的文化体验为出发点，即“怎么

样”。问题是对丝路文化知识之外的延伸，主要通过学习者的

主观情感浸润，体验丝路中的文化现象，在不断地浸润融合中

体验其中的文化行为。最后，通过对比反思，思考文化观念的

传承性特征，同时，思考新形势下，丝绸之路的新的文化内

涵。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讨论，不仅让学习者了解了丝路精神中

的文化观念，而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

5  结语

综上所述，课堂提问作为文化课堂的一种基本教学方法，

其有效性有利于激发学习者学习文化的兴趣、提升学习者的语言

交际能力、培养学习者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能力、提升学习者的

文化敏感性与跨文化交际思考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合理、

适度、有效的课堂提问是引导学生“爬楼梯”、锻炼思维能

力，完成自我内化学习的必备良药。启发式文化课堂离不开有

效课堂提问，有效课堂提问必须遵循启发式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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