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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专家袁振国曾就国家创新能力形成背后的教育培养提出

思考，他认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有产生了对于问题的疑问，
才有机会成为打破权威的“破局者”，才能够不断进行思考，
尝试进行问题解决，最终形成创新能力。传统学校教育在打破
权威、引入怀疑方面的教学引导长期缺失，学生对于教师教学
内容的全然信任，导致学生难以形成自主自发的问题意识，学
生不会、不敢提出问题、发出质疑，使得学生难以拥有问题思
考的土壤，自然而然不会形成问题意识。小学语文教学作为典
型的人文学科，是培养问题意识的重要阵地。教师应当抓住教
学关键痛点，积极改革创新，将问题意识培养纳入到教学工作
当中来。

1  现阶段语文教学面临的问题
1.1学生层面——学生缺少主动提问的动力
课堂观察当中发现，小学阶段学生较少能够在课堂当中形成

积极主动提出问题的动力，大部分学生在课堂当中表现沉默，
并不愿意积极主动地表现自己。大多数时候只有在教师提出问题
时，学生才能够给予教师反馈。而学生自身很少对于学习当中
的问题进行观察和挖掘，采取提问的方式向教师提出质疑。分
析发现，小学阶段学生在课堂当中存在情感层面对于教师的敬
畏，学生不愿意或不敢在课堂当中提出问题，害怕教师以及害
怕提问错误等情绪在学生提问动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1.2教师层面——缺少对于学生特征的挖掘
小学阶段学生正处于重要的身心成长阶段，学生的好奇心和

对外部世界的关注求知欲十分高涨，但同时又受限于知识储备，
无法对外部世界的奇特事情进行解答。教师在教学中却忽视了学
生的身心成长特点，没有将学生特征进行挖掘，引入到教学体系
当中来，导致教学设计并不是按照小学学生年龄阶段进行，缺少
对于小学生好奇心的回应内容。

2  培养小学生问题意识的主要教学策略
2.1教师需提升问题认知素养
教师本人对学生问题意识培养的漠视是当前最核心的问题。

对于语文教师来说，需要对语文学科中人文情怀这一特征有所把
握，同时认识到“诗无达诂”的人文学科特征，不设置教学内容
的标准答案，而是将思考与想象的空间交还给学生。要达到这一
目的，教师就必须从自身出发，通过大量的文学内容阅读来提高
自身的人文素养，同时学习前沿的小学语文教学案例，认真观摩
一线教师在小学生学习引领方面的主要方法，改变自身原有的观
念认知，将尊重学生、了解学生、肯定学生、鼓励学生融入到教
学工作当中。

2.2精准定调语文学科文本内容脉络
新课程改革下的语文学科课文内容有了十分清晰的教学目标

定位，语文教材当中的类型化课文也为教师的教学安排提供了方
向借鉴。大量的优秀的课文文本内容中，隐藏着许多有趣味性，能
够进行延伸拓展的问题。教师需要通过把握文本内容的逻辑脉络
等将这些问题找寻出来，使学生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例如
可以从故事内容续写延伸层面来进行学生引导，由学生根据自己
的理解，对课文故事当中的人物进行思考，并尝试从他们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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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角度出发，给故事创造一个新的结局。引导续写中，学生可
以在教师的引领下，形成对于当前课文结局的不满意情绪，调动
学生创造一个全新的结局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进入到对于课文
内容的反思、疑问当中，使学生的问题意识得到锻炼。在目前的
教材当中，有一些课文内容能够调动学生的质疑提问情绪，使学
生发自内心地产生问题，引导学生尝试通过提问的形式对教师进
行发问。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通过与学生进行讨论甚至辩论的方
式，提升学生质疑提问的胆量，使学生有意识地寻找问题、尝试
解决问题，获得答案。例如部编版六年级下册当中口语交际部分
的《辩论》，是目前教材当中培养学生产生问题意识，提升学生质
问能力的重要环节，这部分内容也是小学阶段学生从教材中第一
次认识“辩论”。辩论本身所具有的“冲突”特征使得原本课堂教
学环境可以基于问题辩论转变为双方进行激烈问题讨论辩论 担心
氛围，教师要善于把握辩论当中逻辑分析和问题提出的功能特性。

2.3教师需要掌握问题创设的技巧
语文教学当中的直接问题创设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反思，是

语文问题意识培养的主要手法之一，但是问题创设需要一定的技
巧，需要从学生的性格特点、年龄特征角度出发，将有明确目的、
具有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参与热情的问题引入进来，引导学生
能够真正从思考层面出发，而不是从应付任务层面出发来进行问
题的解析。

首先，语文教师在进行问题创设方面应当具有科学性，应当
突出语文学科的本身特征，将重点放置在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层
面。在问题选择方面应当将非单一性解答的问题作为主要内容，
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使学生能够自觉进行思路整理。

其次，语文教师应当注意观察学生的心理情况和学习情
况，对于部分学生存在的思考不自信、不能够敏锐地进行问题探
寻的情况，教师应当采取积极主动地鼓励语言，为学生提供一定
的心理激励，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到问题当中来，使问题能够
充当语文教学的媒介，成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互动，彼此交流
的关键。

其三，语文问题的设计应当遵循当前学段的知识内容，例如
在学习古诗之后，教师可以将以前学过的同类型古诗引入到问题
当中，创设一个较为新颖、富有趣味的问题，激发学生对当前学
习的古诗和以往学习的古诗进行关联性思考的能力，带动学生思
考范围的扩大，使得问题思考更加深入。

3  结语
综上所述，问题意识是小学阶段小学生核心素养必备意识，

语文教学的人文学科特性使其成为问题意识培养的主要阵地，教
师应当通过自我素养提升、学习先进教学方法和巧妙进行问题创
设等方式，来进行问题意识培养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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