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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课堂提问的艺术
余四海

（安徽省宿松县长铺初级中学，安徽 宿松 246521）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课堂教学中，问题教学是一个很关键

的教学环节，尤其是恰逢其时的问题，能够培养学生对道德与法

治这门学科的兴趣，激发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热情，还能够锻炼

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听课时的专注度。问题教学环节用得好，

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课堂提问的作用呢？我认为，必

须处理好什么时候问和问什么的问题。什么时候问是选择问问题

的时机，只有在那些该问或非问不可的时候提出问题，一堂课下

来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问什么是指设计的问题所针对教学内容

是否合适有效。

一、什么时候问

（一）在导入新课时提出问题

初中学生对于新知识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许多学生总

爱翻阅后面未教的内容。这种“好奇心”对于学生对一门学科兴

趣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每次开始新课教学前根据新内容

提出合适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学生学习的动力上来了，绝大多

数学生会带着这个问题投入到课堂学习中。所以，我们要抓住导

入新课这一环节，精心设计问题。 

在讲授人民版八年级思想政治（下）《生命之钙》时，新课

导入时，我设计了一个系列问题：“同学们小时候都吃过钙片，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人体为什么离不开钙呢？我们这堂课《生命

之钙》的‘钙’又是指什么呢？”通过大多数同学小时候都经历

过的场景，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把他们关注点吸引过来，

使他们都带着“新奇”“渴望”去了解新知的一种心理状态，从

而调动了学习新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整节课绝大多数同学基

本上都沉浸在这个话题中。

（二）在学生学习新知感到困惑时提出问题

初中阶段的学生认知有限，道德与法治学科的许多基本原理

和基本观点，对于初中生来说理解起来是有难度的。有时他们甚

至越学越“糊涂”，尤其是对教材的一些难点内容，离他们的生

活比较远，没有相关的经历和经验，他们往往理不出头绪，甚至

会产生一些错误认知。这时候我们要善于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

学生迷惑不解或误解的心理实际出发，巧妙地设计问题，引导他

们联系课本知识，分析、思考、讨论，最后达到“解惑”的目的。

在讲授人教版八年级道德与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时，根据

以往教学经验，许多学生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疑问：“普通老百

姓居家过日子，好像没参与过国家管理，怎么当家做主了？”往

往会产生这样的疑惑或误解。这时我设计了一个问题：“我国是

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这 14 亿人口都来参政议政行不行呢”

然后让学生带着这个问题认真阅读教材的有关段落，并组织他们

进行课堂讨论。最后师生共同归纳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的国家，所有人都来参政议政是不现实的，只能由他们

来选出符合自己意愿的人民代表代表他们参政议政”的结论。这

样一举多得，既传授了基础知识，为介绍下一个知识点“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做了铺垫又突破了教学难点，同时在课堂上及时纠

正了学生的错误认识。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教学效果。

二、问什么、怎么问

（一）设计的问题要有层次和梯度

课堂教学中提出的所有问题，难易程度是有区别的也应该是

有先有后的，一般来说课堂教学的开始适宜设计一些浅显的带启

发性问题，到课堂教学中间就可以提出一些要学生经过思考才能

找到答案的问题，到一堂课的结尾，随着学生对本节课的知识的

掌握，这时候的问题设计就要有一定的深度，要能让学生利用本

节课所学知识“跳跳脚才能够得着的桃子”，而不是一看书就能

找出现成答案的问题。

我在教授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上）《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时，分别在课堂开始、课堂中间、课堂结尾重点设计了三个问题：

一、你心目中的国家安全指什么？二、什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三、

为什么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影响国家安全？这三个问题符合初中生

的认知规律，一节课下来，绝大多数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知，

经历了国家安全是单纯的主权领土，到国家安全是政治经济文化，

再到国家安全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这三

个问题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学生在思考回答这三个问题的过程

中完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知识点的认知：从单纯的领土、

主权安全观到政治经济文化较全面的安全观升华到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安全观。

（二）设计的问题要符合学生思维规律和生活实际

在问题教学这个环节，设计的问题应该是文本知识范围内所

能解决的和学生日常生活、社会实践中所能体验到的问题。要符

合学生学习“近体性”的原则，问题情景则要符合新课程“理念

生活化”的理念，而决不应该是学生知识程度和实践经验都无法

解决的问题。一句话，设计的问题要尽量接近学生的学习实际、

生活实际、思想实际，避免设计一些偏、难、怪的问题。

（三）设计的问题要让学生感兴趣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设计的问题能否让学生感兴趣，是激

发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这门学科兴趣所必需的。“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一堂课，只有让学生对老师设计的问题感兴趣，学生才

愿意认真思考、积极讨论，才会积极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甚至

发现新问题。可以借助发生在学生的周围、身边甚至发生在学生

自己身上的真实案例来设计问题，也可以借助学生耳熟能详的典

故、成语、谚语设计问题，还可以联系现实生活中国家、社会甚

至世界上热点事件来设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