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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链”教学法提升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策略
黄彬彬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新源小学，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问题链教学法”是教师依据教学目标将教学内容设置成以问题为纽带、以知识形成发展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实践能力

为主线、以项目任务为载体、师生合作互动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教学模式。“问题链教学法”切合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方向，也切合小学

语文的学习需求。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有效促进了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水平的进步和发展，对培养人才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

运用“问题链”教学法提升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意义、优势与策略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问题链”教学法；小学语文；教学质量

“问题链”教学法指的是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进行规划设计，

创设有逻辑结构、有关联的一系列问题，让学生在探索问题答案

的过程中理解教学内容的意义，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问题链教

学中的问题互相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这就使得学生能够通

过问题的思考、探究来挖掘问题的答案，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

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问题链”教学法的意义

“问题链”教学法与教学的结合需要教师以教材内容为出发

点，通过分析挖掘教材的特性，构建“问题链”。“问题链”由

多个问题组成，各个问题之间相互具有联系，能够通过问题的构

建梳理教学内容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学生通过问题答案

的探究，就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和了解教学内容，同时帮助学生

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在问题链的结

构中一步一步逐渐了解问题的答案就能够变得更加积极，同时也

能跟着问题的脚步了解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提升学生对整个教

学内容的掌握。

“问题链”教学法包括很多模式的构建，诸如导入型、探究型、

差异型、诊断型等等，通过不同模式的构建就能让该法发挥不同

的作用，实现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师教学时要结合学生的学习情

况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通过不同阶段不同教学模式的结合构建

高效课堂。问题链所包含的一系列问题能够有效实现教学内容的

导入，实现问题与教学的衔接，也能够通过难度问题的设置提升

学生的探究能力，帮助学生深度理解语文内容与语文知识框架。

此外，问题链也能针对学生的薄弱之处设置问题发现学生学

习的盲点，补足学生的短板等。问题链的多种改变形式对于打造

多样化课堂有着显著的效果，学生的能力也能在课堂学习中得到

提升。“问题链”教学法不同于传统教学方式，它以问题的形式

为语文知识构建了框架，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问题链”教学法的优势

（一）发挥学生的主体功能，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问题链教学能够以问题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在问

题的指引下了解教学的内容，提升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理解。在

问题链教学中，教师要构建一系列的问题，通过环环相扣的问题

指引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教学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就能自

觉地跟随问题的方向思考和理解教学内容的意义，从而提升学生

的思维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就得到了充分发挥，

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导者，而学生才是课堂学习的主角。学生在

探索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自主意识都得到了很

大的提升，使得学生的语文素养能够得到有效提升。

（二）实现师生互动课堂构建，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运用问题链教学法能够有效实现师生互动课堂的构建。问题

链教学法的应用中需要教师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引导学生能够

顺着问题的逻辑思维进行思考，探索问题的答案，找寻事实的真相。

这就需要学生和教师形成互动的关系，教师给予学生引导，而学

生也要给予教师反馈，在双方参与的过程中构建更加积极活泼的

学习氛围，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更加投入进语文教

学中，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方面的素养，这也是学生在问

题链教学法中的诉求。同时，在师生互动课堂中，教师也能够对

学生有进一步的了解，教师能够及时地发现学生学习的不足之处，

并且给予正确的指导，让学生能够顺着问题链的思维发现问题的

真相，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

（三）落实探究教学课堂，实现语文教学目标

在语文教学中要实现高效教学，首先需要教师明确教学的目

标，教师教学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教学的目标，而教学目标的设立

影响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所以教师运用问题链教学法就能够有

效实现师生互动课堂的构建，就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

实现教学目标。现代语文教学目标是基于新课标的要求和素质教

育的理念而制定的，这也就使得学生更加注重自己的能力培养，

而问题链教学法的应用很好地带动了学生能力的提升，学生能够

在探究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深入思考，逐渐养成良好的逻辑思维能

力，提升自我意识。在问题链教学法中教师所设置的一系列问题，

都应该与学生的语文能力息息相关，让学生能够在寻找真相的过

程中实现能力的提升，达到教学目标。

三、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问题链”教学法的策略

（一）创设情境，设置引入性问题链

在问题链教学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问题模式，也有很多方法

能够与问题模式结合。其一就是创设情境。所谓创设情景就是教

师要结合教学内容创设问题，通过情景的创设就能构建导入性问

题模式，所谓的导入性模式就是指运用一系列的问题来实现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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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入，将课上课外平滑连接，让学生对之后的教学产生学习兴趣，

唤醒学生内心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带动学生更好地参与教学中。

例如，笔者在带领学生们学习《秋天的雨》这一课时，我在

课前运用多媒体引入了这样的场景：我播放了不同天气的下雨声，

让学生根据下雨的声音说自己的感受，同时也让学生闭上眼睛，

根据下雨的声音想象自己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通常在大暴

雨的天气，学生往往都会想到夏天，进而想到炎热、阳光、茂盛

的树木等，而淅淅沥沥的的雨声容易让人想到春天或者秋天。通

过不同形式的声音让学生对这节课学习的内容产生兴趣，之后我

提出了问题：“这节课从哪几个方面描写了秋雨？秋雨具有颜色

和形状吗？有的话它又是什么颜色和形状呢？文章表达了作者什

么样的思想感情？”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核心问题是探索文章

的感情，子问题是探索秋雨的特征。学生探索子问题答案是为了

一步步接近核心问题的答案，从而让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逻辑。

学生带着一系列有关联的问题参与学习，讲课的时候学生就会更

加积极地投入进去。随着教学课程的开展，学生就会逐渐发现问

题的答案，原来秋雨可以是黄色的、红色的、金黄色的、樱红色的，

它也可以是扇子形状的、邮票形状的等等。学生在思考问题的同

时就会把秋雨和秋天的景色联系到一起，进而理解这篇文章所想

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加深学生对文章的认识和理解。

（二）小组合作，创设探究性问题链

探究型问题模式是指教师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要设置有一定难

度，能够促进学生思考和探究的问题，让学生通过思考来发现问

题的答案，在探索的过程中，实现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的提升。在现代学习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深度学习”，指的就是

学生能够在学习中实现个人思维能力的提升，并且运用思维能力，

探索更加深奥的学习世界。激发学生探索能力的途径之一就是小

组合作，通过小组合作交流学生就能实现思维能力的拓展，提升

自己的水平。

例如，笔者正在带领学生们学习《总也倒不了的老屋》的时

候，我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学生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探索问题的

答案，在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也能拓展自己的思维，全方面地考虑

问题，让学生能够跟随课文的逻辑梳理整个文章的内容，并且通

过探究发现问题的答案。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学生就对文章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学生个人的能力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我结合课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第一、二自然段后，提出问题：

“老屋是什么样子的老屋，为什么准备倒下去？”在三、四、五

自然段，我询问学生：“是谁在和老屋说话，它和老屋说了什么？

老屋又做了什么呢？”在第六自然段，结合内容我设置问题：“老

屋说它到了倒下的时候了，你认为老屋能倒下吗？你为什么这样

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核心问题是探索老屋所具有的特征，描

绘老屋的性格，子问题是老屋坚持的原因，学生要抱着探索核心

问题的理念寻找子问题和核心问题的答案，一步一步理解文章的

表达方式，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通过结合课文内容的问题链

式提问，让学生在问题探索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探究能力。提出

问题后，学生在小组中就会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沟通发现自己

思维的盲点，同时也能让自己更加全面的看待问题，提升自身对

文章的理解。在小组合作探究中学生的思维能力就能得到进一步

提升，让学生以后能够更好地探索语文世界。

（三）评价总结，实现诊断性问题链

诊断性问题链指的是教师在教学时要根据课文学习的重点、

难点和易错的地方设计针对性的问题，让学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暴露自己的弱点，教师发现学生的不足之处之后，就能针对性地

进行教学，弥补学生的短板，提升学生的对于语文知识的认识和

了解，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学习。

例如，笔者在带领学生学习《我变成了一棵树》这节课时，

在文章中出现了“痒痒的”“冒”“弯”等词语，这种词的用法

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树的变化，但是学生对于这部分的理解容易出

现偏差，所以我对这些细节提出了问题，我询问学生：“为什么‘我’

想变成树？‘我’变成树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当‘我’

变成树之后，‘我’所做出来的动作诸如‘冒’、‘弯’等又表

现了什么样的感受？”在一系列的问题中，核心问题是探讨关于

文章中动词的使用意义，子问题是关于变成树的内容，通过核心

问题的设置让学生能够在探寻答案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动词表现

拟人的表现手法，提升学生对于语言文字使用的了解。通过问题

的探究让学生能够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同时也能诊断学生是否

掌握了这种拟人化的动词的使用。诊断法的使用使得教师能够更

快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遇到学生学习的薄弱之处也能及

时地进行弥补。在本章的学习中学生对这种表达方式还存在不理

解的地方，我就会针对性地进行讲解，让学生体会到拟人化表现

的奇妙之处，提升学生对于文字的掌握能力，让学生能够更好的

应用文字、理解文字。

四、结语

问题链教学模式设置了一系列有逻辑、有关系的问题，学生

探索问题答案的过程同样是在顺应逻辑了解教育内容，让学生能

够通过问题链构建有序的、有结构的知识体系，深化学生的思维

能力，为之后的教学进行铺垫；运用问题导入可以实现问题与教

学内容的联结，帮助学生逐步进入语文学习的世界；以问题实现

探究能够带动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深入了解教学内容的内涵与

知识；以问题诊断学生的不足之处，通过针对性教学进行弥补，

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面对以后的挑战，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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