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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发展变化迅速，各行各业需要的工作人才量也越来

越大，对于专业能力要求更高而忽略了思想品行方面的能力。

因此学校为了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学生的

分数作为学生的第一要务，对于分数至上的理论来说，压抑的

是学生的天性和学生的思考思维能力，忽略了学生独立思考探索

创新的发展。思维的碰撞最直接的方式是交流沟通，受到传统

教育的影响，学生大多将思维禁锢，需要教师去开发引导。在

这个过程当中，教师换位思考，站在学生的角度提出相应的问

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和步骤。本文以小学数学为例，探究教

师在数学课堂当中对学生提问的有效性，建立学生独立思考的能

力体系，注重创新发展的人才培养。

1  课堂提问的重要性

在确定了明确的教育目标后，需要加强教师团队建设，注

重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品质，提升教师自身素养，才能达到

教与育合一的成果。了解清楚课堂提问在教学过程当中的重要地

位和意义，才能使相当一部分教师撞死课堂当中的互动引起学生

学习兴趣。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师提问在广义上来讲是对于学

生自身学习能力的掌握，学生的回答是对其思想的表达和对其观

点的抒发，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回答捕捉到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

和思维的发散程度，因材施教更加准确地掌握学生的缺点和不足。

教师在课堂进行过程中不断发出问题，学生不断地回答，有利于

教师调动学生在课堂当中的学习积极性，集中学生学习的注意力，

并且可以活跃课堂氛围，达到师生互动的效果和目的。

而在小学生的课堂当中，根据小学生活泼好动的特性，课堂

提问有利于教师把控整个课堂局面，管理课堂纪律，从而让学生

更加集中注意力，达到更好的效果。在小学阶段的数学课堂当中，

数学思维的培养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重点，也是难点，因此需让

学生全神贯注地跟着老师在课堂当中进行一步一步的操作，这时

候教师在课堂中的不断提问就显得尤为重要，提问不但可以加强

学生对课堂的专注性，而且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对于数学这样略

显枯燥的课程来说，需要教师引用更多生活中的例子，站在学生

的角度思考，提出让学生产生更多关注和好奇的问题，以此来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加强学生在课堂当中的参与感，

还给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例如在学习应用题时，教师提出苹果

或者饼干的分配问题时，可以调动学生思考的自己选，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主动列举出不同的分配方法，有利于开

发学生动脑思维和创新能力[2]。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贯穿起来，

加强了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感，调动了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性，

由此例可见教师提问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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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实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小学数学教学当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教师提

出的问题难以让学生进行回答，从而造成教师与学生僵持不下的

局面。这样子不产生利行为就是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提出问题，

提出了一些用小学生学习思维难以想象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回答的

问题。小学生的学习和成年人的不同点在于：小学生的学习思

维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而成年人常常可以跳过简单的思维进

行下一步的学习动作，因此教师对于小学生进行引导时，需要

根据相对较慢的思维进行逐步引导，切不可过于跳跃。例如教

师在向学生抛出问题“一箱牛奶有 2 4 盒，每盒两元，那么买

三箱牛奶需要多少钱”时，首先要引导学生回答“一箱牛奶多

少元”的问题，或者“三箱牛奶有多少盒”的问题，才能进

步引导学生回答“总共多少元”的问题。教师首先要学会站在

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学生对于问题思考的问题，才能掌握

学生将思维方式方面存在的不足，才能进行更好的因材施教。

其次，第二个问题是教师需要在课堂都不同阶段掌握提问题

的合适时机 从而提出合适的问题。教师提问的过程需要贯穿整

个课堂，在整个课堂中都需要学生专注的参与 并且主动积极的

思考，才能达到教师提问最基本的目的[3]。例如在课堂开始阶

段，教师抛出合适的引入问题，是为了提起学生对于课堂的兴趣，

为了在课堂开始阶段就引起学生的注意，从而将学生的注意力集

中在接下来要讲的重点内容上。而在面对相对较为困难的问题时，

教师这时抛出的问题应当具有相对简单的引导性，从相对简单的

问题引出接下来更加复杂的问题，更容易让学生理解问题解决的

思考过程，从一个能回答的我的问题引申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

题，是教师循序渐进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还有在课堂进行

过程中，在解决完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之后，教师可以适当的抛

出一些带有趣味性的问题，增加学生对于接下来内容积极性活跃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态和氛围，课程过半是提出的问题才能让

学生从刚才复杂的思绪中收回心态，准备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学习。

3  提问的有效性研究建议

对于课堂提问有效性研究中，教师应该通过适时适当的课堂

提问增加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加学习过程当中的竞争

力，从而引发学生对于学习的热情。据上述问题，教师首先要站

在学生的角度，提出可以回答并且能够引起思考的问题。在数学

教学当中，学习的积极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学生不能将数学

学科看作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从而会打消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因

此，教师在抛出一个问题之后，首先需要学生自己积极主动地去

回答，并且对于积极主动回答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不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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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是否正确或者错误都体现了学生对于问题的思考和对课堂

的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师首先应当有足够的耐心，给予

学生足够的鼓励，让小学生在学习阶段中可以独立完整地表达出

自己的思路，体现出自己的观点，这对于小学生在发展过程当

中的自信和积极主动性都有很大的帮助。无论学生对于自己回答

过程中是否有了正确的理解，是否解释了正确的思路，教师都

应当给予肯定的回应，并且对于学生这种勇于主动回答问题 勇

于展现自己解题思路的学生给予一定的鼓励 并且煽动鼓舞更多的

学生一起来回答问题，集思广益，用大家的力量来开拓出更多

的思维方式。在学生回答完问题之后，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回答

给予适当的点评，并且要表示出对学生回答的鼓励和认可，在

点评当中肯定的话语要多于否定，这样才能更好地引起学生对于

主动回答问题的自信心和勇气。

其次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采用提问的方式引起学生的关注，

增强学生之间相互竞争的动力。可以抛出一个具有思考性的问

题，让学生共同思考 得出最后的结论答案优先得出答案的学生

将得到一定的奖励。通过这样相对有难度的学习问题可以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增强学生在学习当中竞争的动力，让学

生主动思考是教师的责任，要将课堂当中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

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人，教师只是在一旁进行引导和辅助[1]。这

样提出的问题才是有效的 才可以达到让学生更加专注于课堂并且

有更强的思考能力的目的。数学教学中，小学教师可以提出一

些相对于思维模式复杂的例子，比如在计算中，将两位数运算

提升到三位数，让学生采用抢答的方式进行竞争，这样的活动

不但能加强学生数学学习能力，也能调动学生争先恐后的学习效

率和热情，以达到教师的提问目的。

4  结语

我国将学生的思想和创新等能力品质的培养融入传统的素质

教育当中，创建出新的教育理念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学生

将会被更加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和能力的教学。教师的教学质量

水平也会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其中，课堂提问也是体现教师素

质，检验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部分，教师不多但要成为良好的

知识传授者，还要成为良好的倾听者，倾听学生的思维方式，

捕捉学生不同的观点解释，将学生的错误思维及时纠正，并且

要引导学生更多的理性思维，更独立的思考问题，对于教师自

身素质要求在逐步提高。因此要实现课堂效率的提升，实现课

堂提问的有效性，就要更加注重教师团队的建设，加大教学改

革力度。尤其在小学课堂中，更要注重对学生思维模式的培

养，有利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当中体现出优秀的思考能力，从

小奠定思考基础，培养勤于思考，独立自主地有思想的人才。

摒弃“灌溉式”教育，改变分数至上思想，将学生的能力培

养放在第一位，致力于打造以思想为主，以知识为辅的教育体

系，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学生学习的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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