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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问，大智慧——浅议绘本教学中的提问
宋小丽

（威海市文登区龙河实验幼儿园，山东 威海 264400）

摘要：在绘本教学活动中，提问是最直接、最常用的一种交流方式。教师提问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幼儿在语言活动中的发展。

那么，如何巧妙地设计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幼儿有效学习与发展呢？下面结合《山东省幼儿园课程指导教师用书》的几节课例，谈谈

自己在实践中获得的一些粗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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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悬念式问题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选自课例《铅笔盒变医院》。

教师：四四方方扁又长，外穿漂亮花衣裳，学习用品放里面，

它是我的好伙伴。（幼儿猜谜语：铅笔盒）

教师：说一说铅笔盒有什么作用？可以放哪些文具？（幼儿

自由表述），有一天，铅笔盒变成了医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

们一起到故事里去看一看吧！

分析：导入活动作为语言活动的起始环节，它的主要任务是

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愿望和热情，吸引幼儿，集中幼儿的注意力。

这种导入活动具有悬念感，导入形式最能吸引和激发幼儿的好奇

心。猜谜语后，教师设计了“有一天，铅笔盒变成了医院，这是

为什么呢？”这样一个和孩子生活经验反差很大的悬念式的设问，

从而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对接下来的故事学习也能充

满期待感。

二、递进式问题引发幼儿深入思考

选自课例《小仙女头上的一朵云》。

教师：小仙女头上的白云为什么变成乌云？小仙女头上的乌

云什么时候变成了白云？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小仙女？为什么？

分析：这里老师提了四个问题，前两个重在考察孩子对于故

事内容的归纳与梳理，重在知识的考察，也为后两个问题的回答

作了有力的铺垫。再来看后两个问题则是注重孩子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培养，是由文本到情感的一种升华，由感性到理性的一种飞跃。

尤其是最后一问，看似不经意的一个“为什么”，使孩子们的答

案不是局限在“喜欢什么时候的小仙女”，而是引导孩子向更深

入的层次思考“我为什么喜欢开心时的小仙女”，做到“想其然，

想其所以然”。在语言活动中，层层深入的追问就好比是一条引

渡的小船，由浅入深地激起幼儿正确而深入的思考，引导幼儿“跳

一跳就能摘到桃子”，从而达到最近语言发展区。“为什么？”“你

是怎么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样的追问有效提

高了教学效益，保障了教学目标的顺利达成。

三、开放性问题拓宽幼儿想象的空间

选自课例《小象的心愿》。

教师（操作小象手偶）：小象想为大家做一件事情，可他不

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你是小象，你会做什么呢？

幼儿：帮大家浇花！

幼儿：小象力气大，可以帮助小动物搬运木头。

幼儿：帮助大家摘高处的果子。

……

分析：活动一开始教师通过操作手偶，用寻求帮助的口吻问

孩子们“小象想做一件服务大家的事，他可以做点什么？”这一

问题一下子激发了孩子们参与的热情。顿时孩子的话匣子被打开，

孩子们以主人公的姿态——我就是小象，积极投入思考中。有的

说“可以浇花”，有的说“运木头”，还有的说“摘果子”……

孩子们围绕着小象力气大、鼻子长、身子高帮助它想了很多的好

主意。诸如此类开放式问题能大大地增加幼儿的发言机会，而且

也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发散思维，调动幼儿思考和发言的积极性，

尤其是为能力较弱的孩子提供了发言机会，教师可以在活动中尝

试着多设计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教师可以通过提问“你喜欢……，

为什么？”等判断性问题，“如果……你会怎么做？”等假设性问题，

引导幼儿进行想象、判断和推理，促进其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提高。

教师要注意的是开放式提问没有统一的答案，幼儿的回答可能会

千变万化，作为教师要尽可能多的去预设幼儿的回答，课堂上及

时作出回应，使幼儿满怀自信地参与到活动中来。

四、双向性互动鼓励幼儿提出问题

选自课例《动物气象台》。

教师：刚才我们学习了《动物气象台》的故事，小朋友谁有

问题想考考班上的小朋友？

幼儿：小花蛇怎么预报天气的？ 

幼儿：小燕子怎么预报天气的？

幼儿：闷热是什么意思？

……

分析：在教学进行提问的时候，应该积极的鼓励孩子自己提

出问题，通过这样的互动形式能够让问题更实际化，问题从幼儿

的口中说出，那证明这个就是幼儿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更

能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也能激发幼儿的学习潜能，从而获得更好

的教学效果。作为教师有责任培养幼儿的问题意识，还应教给孩

子提问的时机、提问的方法：可以在听故事后鼓励幼儿对不理解

的词、句子进行提问；可以鼓励他们在阅读时针对某一画面进行

提问；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内容进行提问；或根据事物的

因果关系进行提问。幼师可以引导孩子们从绘本中找到这些问题

的答案，例如晴天时燕子飞得很高，阴天以后，燕子开始低飞，

这就预示着可能要下雨了。幼师可以引导孩子们进行互问互答，

鼓励孩子们自主解决问题，例如一些孩子对闷热进行了解释，夏

天的时候我们常常坐着就会出汗，开着窗户都感觉不到风，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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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闷热。

五、推理式问题促进幼儿思维发育

选自课例《鸡蛋哥哥》。

教师：（播放鸡蛋的变化过程）小朋友们鸡蛋哥哥来了一次

华丽的冒险，鸡蛋哥哥都遇到了哪些风险？

幼儿：鸡蛋哥哥遇到了乌鸦、小猪，它身上的鸡蛋壳终于破了，

成为了一只快乐的小鸡。

教师：为什么鸡蛋哥哥会害怕乌鸦？

幼儿：因为乌鸦总想用尖尖的嘴巴弄破鸡蛋哥哥的壳。

教师：如果你是鸡蛋哥哥，你愿意长大吗？为什么？

幼儿：我愿意打破蛋壳，我想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 

幼儿：我也不太想长大，我还想让妈妈照顾我，我还想让妈

妈抱我、亲我！

幼儿：我想长大，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

分析：幼师要巧妙设计一些推理性问题，引导幼儿合理推理

鸡蛋哥哥的成长故事，例如鸡蛋哥哥为什么不想长大，如果你是

鸡蛋哥哥你会如何选择，引导幼儿根据绘本插图进行推理。例如

幼师可以针对这一推理性问题来引导幼儿思考，例如鸡蛋哥哥为

什么会害怕乌鸦，为孩子们展示乌鸦的图片，让幼儿自己推理出

因为乌鸦的嘴巴又尖又长，乌鸦会把鸡蛋哥哥的壳打破，鸡蛋哥

哥不愿意失去蛋壳，所以害怕乌鸦。幼师还引导幼儿思考鸡蛋哥

哥为什么遇见了小猪，鸡蛋哥哥一看见乌鸦就赶忙逃跑，正好遇

见的小猪，鸡蛋哥哥居然躲在了猪的鼻子理念，幼师可以引导幼

儿思考如果你的鼻子里面有东西你会怎么办，还可以轻松推理出

打喷嚏，小猪的一个喷嚏正好把鸡蛋哥哥喷到了石头上，鸡蛋哥

哥的壳掉了。孩子们看到鸡蛋哥哥丢掉了壳，推理出鸡蛋哥哥长

大了，成为了真正的哥哥，开始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玩耍，过上了

快乐的生活。幼师要设计推理性问题，引导幼儿结合绘本插图、

生活经验和想象力来进行推理，引导幼儿站在鸡蛋哥哥的视角进

行推理，让孩子们明白长大的真正含义，鼓励孩子们学会勇敢。

六、启发性问题培养幼儿独立思考能力

选自课例《鼠小弟的小背心》。

教师：（展示绘本中出现的各种小动物图片）鼠小弟的新衣

服是什么呢？这件新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呢，哪位小朋友可以介绍

一下鼠小弟的新衣服？

幼儿：鼠小弟拥有了一件红色的小背心，看起来好像是用毛

线织的。

幼儿：鼠妈妈亲手为鼠小弟织了一件背心。

教师：都有哪些小动物试穿了鼠小弟的小背心？

幼儿：小鸭子、海狮、小猴子、狮子、小马和大象都试穿了

小背心。

教师：如果你是鼠小弟，你愿意让其他小动物试穿自己的新

衣服吗？

幼儿：我愿意让朋友们试穿我的衣服，这样大家都可以新衣

服！ 

幼儿：我不太愿意让其他小动物试穿，我比较珍惜妈妈给我

的新衣服！

幼儿：我会先让他们先比划一下，合适的就可以试穿，不合

适的话就不要试穿！

……

分析：教师要借助鼠小弟的新衣服设计启发性问题，引导孩

子们联想自己的新衣服，让孩子们思考是否愿意让朋友们试穿自

己的新衣服。幼师可以设计问题启发学生对新衣服试穿的思考，

例如都有哪些小动物试穿了小背心，他们的试穿效果怎么样，还

可以通过绘本可以发现，鼠小弟特别大方，从不拒绝朋友们的试

穿请求，小鸭子、大象、小马和海狮等动物都觉得背心太小了，

穿起来特别近。幼师紧接着设计了这些问题：小动物试穿以后鼠

小弟的小背心发生了哪些变化，孩子们根据结尾插图可以发现，

小背心变成了大背心，鼠小弟担心回家被妈妈骂，它伤心地哭了

起来。幼师引导孩子们想象如果你是鼠妈妈，是否会批评鼠小弟呢，

这样的问题比较贴近幼儿生活，例如幼儿损坏玩具，把房间弄得

很乱时，都会担心妈妈的批评，这样的问题更有启发性。很多孩

子认为鼠妈妈不会批评，因为鼠小弟是在和朋友分享，幼师通过

这本绘本培养了孩子们的乐于分享的好习惯。

七、结语

在我们的绘本教学中必须要重视课堂提问，从而从课堂中的

教师为主变为学生为主教师为辅，以孩子的兴趣点为出发点，提

升提问技巧，优化教学策略，从而让问的艺术走得更深入，提升

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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