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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数学课程是大学理工类学科中重要的基础课程，对学生
逻辑思维及空间想象等能力的培养以及后续专业课的学习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教师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才可做到有效提问。

1　课堂提问的目的
①集中学生注意力。大学课堂相对于中小学课堂更自由些，

大部分学生已经成年，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内容多了些选择性，也会
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课堂提问可以在学生思想涣散的时候让
学生瞬间回到课堂内容中来，有效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②复习旧知识。课堂提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旧知识
进行复习。在进入新的一节课之前可以通过提问让学生回顾旧的
知识，让课堂的学习具有连贯性，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让学生
学起新知识更容易。③拓展学生思维。数学课堂本身是培养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课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引导者，要
充分发挥创造性。通过数学问题的提出，引起学生的思考，给学
生提供广阔的思维空间。随着问题一步步的加深，可以让学生的
思维得到进一步拓展。④评价学习效果。通过课堂提问可以更加
准确地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学生对内容掌握的情况可以通
过课堂提问进行反馈，教师能够更全面地掌握教学进程。

2　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
2.1提问缺乏吸引力
在课堂提问的过程中如果提问的内容太过呆板和枯燥，就不

能让学生把关注放在问题上，学生就不愿意思考。问题没有足
够的吸引力，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2.2提问死板
提问地过程中，提问的问题和提问的学生太单一，提问太

死板。比如，课堂中提问的问题只是“对不对”、“是不是”“行不
行”，不能很好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或者提问的对象很固定。比
如，只提问平时回答问题积极的学生或学习好的学生，这样就会
使得学习好的学生每节课都积极思考，跟着教师的思路走，但是
学习不好的学生就会觉得听不听都无所谓，反正老师也不会提问
到自己，甚至有些觉得老师已经放弃自己，自暴自弃，结果就会
使得班级里学生成绩两极分化。

2.3问题不合理
问题过于难或者过于简单。有些教师没有很好掌握学生学习

情况，设置的问题太难，让学生难以理解。本身大学数学课程相
对抽象，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如果问题设置难度太大，学
生很难解决此类问题，导致学习懈怠。还有的教师盲目追求课堂
的气氛，设置问题太过简单。虽然看似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但是因为问题太简单，学生不需要怎样思考就可以回答，不能激
发学生的逻辑思维，也达不到课堂教学的目的。

2.4反馈不及时
课堂提问的过程中，学生完成问题回答后，教师没有对学生

的回答情况给予及时的反馈，使得学生对学习的知识缺乏继续探
索的兴趣，不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

3　有效提问策略
3.1情境提问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良好的情感氛围能赋予学生愉快、

积极的情绪，使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积极思考。有了学习兴趣，学习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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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有趣的问题情境可极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俗话说，知
识来源于生活，同时也应用于生活之中。生活中的实例可以引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缓解学生的学习
压力。大学数学课程虽然理论性较强，但也有许多生活中的应
用。例如利用定积分可以解决生活中一些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和体
积；利用函数极值问题可以解决生活中利润最大、材料最省、
成本最低、产量最高等问题。有了实际例子的加入，学生更愿
意带着问题学习新知识，会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3.2分层次提问
不同学生其学习能力、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存在差异性，

根据学生的差异性教师可按不同层次提出难度不同的问题，问题
由浅入深，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做到分层提问。这样可有助
于学生更容易理解所学知识，培养学生自主研究问题的习惯。

3.3对比提问
数学课堂内容前后之间会有一定的联系，通过提问，让学

生自主对问题进行探索，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对
前后知识进行对比，有利于对新内容的掌握，提升学生的联想
能力。例如，一元函数微分学和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对比；不定
积分和定积分的对比；二重积分和三重积分的对比等等。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和知识概括的能力。

3.4换角色提问
教学过程中可采用丰富的教学形式，增强学生课堂的参与

度，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教师可以和学生互
换角色，让学生担当老师的角色进行一些知识的讲解，教师也
可以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在小组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
讲解，了解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情况。其他小组成员可以针对讲解
的小组内容进行提问，当然教师也可担当学生的角色进行提问。
把活动的空间和主动权交给学生，为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
件。新的教学方式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学生会更加积极主动的
倾听和思考，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4　结语
大学数学课堂知识点较多，理论性较强，许多同学对知识

理解起来有难度，故合理的提问是上好一堂课的关键。提问中，教
师必须记住教学目标，关注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情况，观察学生的
反应，思考如何进行下一个问题的提问。设置合理有效的课堂提
问能够提高学生听课时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
生数学归纳能力，同时为学生创造出自我表达机会，让学生学会
主动学习，主动思考，给学生更多自主探索的空间，让学生在观
察、分析、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大学数学问题的
提出和结论的获得以及知识的实际应用，从而提高解决大学数学
问题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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