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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桂梅课堂提问艺术分析
——以《林冲棒打洪教头》的课堂提问为例

张文雅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提问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常用的一种相互交流的教学技能，通过师生相互作用，达到检查学习、促进思维、巩固知

识、运用知识、实现教学目标的目的。在各种教学技能中，提问是较为复杂的一种教学技能。本文通过对窦桂梅老师的教学视频观察，

对窦桂梅老师的访谈视频以及窦桂梅老师作的专著等进行文献研究，从中发现窦桂梅老师课堂提问艺术特点，并结合主题教学的三个维度：

深度、广度和温度，以窦桂梅老师执教的《林冲棒打洪教头》为例，对窦老师课堂提问艺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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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桂梅总是适时地鼓励学生联系生活来解读文本，充分尊重

学生的看法，在课堂上，她常说“我尊重你的想法”，对学生主

体关注度很高，给学生思想自由的空间。窦老师与学生自如地互动、

对话，没有一丝的违和感。抛出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是课堂精彩

叠出的关键。

窦桂梅老师将《林冲棒打洪教头》这节课的主题定为“朗读

就是理解，朗读更是发现”，分两个课时进行教学，本文在对窦

老师《林冲棒打洪教头》的课堂视频中提问部分进行整理的基础上，

进行具体提问艺术的分析。共有 32 处提问，见图表。

表 1 课堂实录各板块的提问次数

课时 朗读题目 朗读动作 朗读外貌 朗读语言

第一课时 1 4 1 12

第二课时 2 1 1 10

从图表可以明显看出，在朗读语言这一板块，窦桂梅老师进

行了大量的提问。这样的设计既符合《水浒传》的人物塑造特点，

也符合义务教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对于小学高年级的同学，通过

朗读人物语言，可以更好地把握人物形象，同时掌握朗读的方法

与技巧。窦老师在不仅完成了朗读这一重要的教学目标，也通过

提问帮助学生理解生涩难懂的部分及不易深入认识的人物形象。

本文结合“温度、广度、深度”这三个角度分析窦桂梅老师的课

堂提问艺术。

一、课堂提问的“温度”——基本性

课堂提问是与学生的直接对话，课堂提问的设计，直接影响

着学生的课堂活跃度。有温度的课堂提问可以温暖学生的心灵，

看似简单的鼓励，尊重学生的提问方法，都对学生有着深远影响。

教师要把握好课堂提问的温度，使学生思维活跃，不怕回答问题

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观看《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教学视频时，能够感受到学生在

窦老师的引导下，朗读的积极性是在不断提高的，也同时学习了

朗读技巧。每一次提问，都是情感的带动，如情景再现般，自然

流露。课堂中的笑声、掌声不时出现，课堂温度也由此凸显。

在本教学视频中有温度的提问众多，例如：在读洪教头喝到

“来！来！来！”时，窦老师用了三个提问：

（1）洪教头“拿起一条棒掂量一番”，这是在干什么？”

（2）这还没完，再看，洪教头又“独自耍了一阵”，这又是何意？

（3）那又该怎么说？

在这三个提问的指引下，学生对“来！来！来！”短短三个

字的人物语言的朗读渐入佳境，尤其是窦老师带着学生读出语言

的停顿、语气的节奏，让课堂进入一个高潮，此处也是掌声频出

的环节。

窦老师的提问是备课充分的表现，而对学生回答的处理则是

教师专业素养的体现。学生在理解性朗读中遇到困难时，在恰当

的时候给学生暗示。依据学生的答案，引导学生思考更深入的问题；

就学生的答案加入新的问题继续提问。而这便是教师个人魅力的

充分体现，也要求教师充分了解学情。在课堂中，窦老师还灵活

地引导同学之间互评和互问，课堂的温度也由此体现。

窦桂梅老师提问的“温度”还在于窦桂梅老师提问时抑扬顿

挫的语气和轻重缓急的语调。以教学中的片段为例：

师：（摆砌末）“月亮已经上来了，照的厅堂外面如白昼。”

瞧——

生：（朗读）洪教头先脱掉衣裳，拿起一条棒掂量了一番，

独自耍了一阵，然后喝到：“来！来！来！”

师：“洪教头先脱了衣裳”，那叫——

生：摩拳擦掌、赤膊上阵，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朗读，

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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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桂梅老师独特的语言风格，在提问与引导时，与学生很快

形成了默契，在拉长音停下来的时候，学生可以会意并且给出答

案。师生的在课堂中的默契，是最和谐，也是有温度的课堂的体现。

窦老师课堂中也会不时地使用体态语，比如邀请的手势，走到学

生身边，弯下腰来听学生回答问题等，这些都是自然的，更是有

温度的。

二、课堂提问的“广度”——开放性

教材内容是固定且有限的，这就需要教师博览众书、深入思

考和挖掘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课堂中游刃有余。教师既要深入

教材，又要走出教材，让课堂与生活更好地联系在一起。

窦老师多次用到“朗读着落至此”，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如：“朗

读至此，你对这位洪教头究竟怎么看？”“朗读着落至此，你又

读出了怎样的林冲呢？”窦老师在提问时突出“你”，让学生明

白这是属于自己的课堂，也是属于自己的答案。“一千个读者就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窦老师给了学生思维的广度，学生自然形

成了对人物的独特看法。窦老师的教学没有局限于去“教教材”“捋

情节”，经典著作的人物形象分析，让学生仿佛穿越到宋朝，对

于本难理解的人物语言，很自然地有了理解。窦老师将语文常识

“随文学习”，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负担，在理解林冲的同时，

也开始理解《水浒传》。

窦老师提问的“广度”还体现在课堂中的高级提问，在《林

冲棒打洪教头》的教学视频中，高级提问量占总提问量的 41%，

确保了课堂提问有效且高效。同时，高级提问，也尊重了学生对

文本的独特体验。一节课中高级提问的数量也影响着整堂课的质

量，若相对于高级提问的简单提问占到一节课的大多数，那么教

学效果便很难达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会明显降低。高级提问

提高学生对新知识的向往度，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

促使学生自主解决问题，形成正确的思维习惯和方式。对小学高

年级的同学，属于思维快速发展的阶段，教师需要在低级提问的

基础上不断增加高级提问，以迎合学生心理发展的趋势。

三、课堂提问的“深度”——发展性

在快速发展的当下，课堂需要建立在“深度”之上。对教师来说，

把握好“深度”有必要采取真诚的阅读体验和学生交流，与此同时，

在课堂上也需要把这种深度适当隐藏起来，给孩子们阅读体验的

权力和时间，只有这样，才能让文本到学生的心——这种课堂生

成的“深度”，往往有赖于教师的点拨。课堂提问应是学生在未

学习之前有疑问的，也应是学生经过课堂学习可以回答的。就像

长在高处的苹果，不是伸手可摘，但跳一跳、找些工具大多还是

可以摘到的。而这也正是心理学所强调的最近发展区，尊重学生

的发展，给学生提高的机会。

优秀教师的魅力在于，可以通过为数不多的提问，引导学生

找到问题的深层次答案。窦老师在分析人物时，逐层推进，学生

也对人物有了深层次的体会。如对洪教头的分析从以下三个提问

入手：

（1）洪教头给我们怎样的印象？

（2）展开想象，洪教头会怎样“跳起来”？

（3）朗读至此，你对这位洪教头究竟怎么看？

先对洪教头形象的初步认识，到引导学生自主地分析洪教头

“跳起来”这一动作，最后在进一步的朗读原文后，深入认识洪

教头这一人物形象。在窦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对洪教头这一人物

形象有了客观的认识，也促进学生理性思维的发展。

执教《林冲棒打洪教头》，窦老师没有局限于教材上的内容，

而是整本研读《水浒传》，分析整部书中的人物形象，课堂中每

一个人物的亮相都是精彩环节；研究评书的特点，使课堂从开场

就震撼全场。窦老师能够立足眼前，放眼发展，有意在学生头脑

里播下思考的种子，引领孩子透过现象看本质，促使孩子的思维

向更高层次迈进，这是窦老师独到的教育视角。窦桂梅老师有着

她的独特魅力，她对教育的热爱也促使她深入研究教学的点点滴

滴，扎根课堂，追求更高的教学效果。

四、结语

有效的课堂提问给课堂带来生机，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通

过提问，可以提高师生互动的频率，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提高

学生的注意力，促进积极思考。学生不是知识积累的“机器”，

教学也不是僵化呆板的“制造厂”，学生都是有情感，是需要情

感支持的。同时学生时代又是情感发展与培养的敏感期和关键期，

因此课堂提问的“温度、广度、深度”是需要我们进一度探索和

时间的。窦桂梅老师作为特级教师，每一次公开课都给人以震撼，

不仅学生融入其中，听课的教师也受益匪浅，课堂提问的艺术性

给了学生轻松有效的课堂，也是一线教师及师范生的学习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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