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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探索提问艺术，激起学生思维的实践应用 

——以苏教版六下《用方向和距离确定物体的位置》为例 
黄伟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义庄小学  215500） 

 

双减、新课标背景下，基于促进学生素养提升的学科高效课堂

教学中，课堂提问艺术是重点之一。 

课堂提问是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是

沟通教师、教材和学生三者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教师通过提问来激

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探求知识，培养

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善问是一种艺术，善教者必善问，只

有“善问”，课堂气氛才会活跃，学生的思维才能激活。教师的“问”，

要问得巧，问得妙，启人心智，正如钱梦龙先生所说：“问题提得好，

好像一颗石子投向平静的水面，能激起学生思维的浪花。” 

著名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在《孩子们，你们好！》一书中写道：

“我将遵循一条箴言。教师向儿童发问的问题—--这不仅是教学法

的，而且也是整个教育学的细胞。如果能够把它放在显微镜下仔细

观察一下，就可以从中认清整个教学过程的方向、师生关系的性质；

也可以从中认清教师自己，因为问题----这是教师的教育技巧的风

格。” 

一、以问激趣，引发好奇 

富有情趣和吸引力的提问内容设计，使学生感到在思索问题时

有趣而愉快。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知识点的结构体系，巧妙地构思

设计提问，引起好奇心，激发求知欲。使学生在生疑、解疑中获得

知识和能力，体会思考与创造的快乐。 

【片断一】 

 

（学生由灯塔 1、灯塔 2 的位置描述，已初步认识了用北偏东、

北偏西、南偏东、南偏西来说明位置） 

师：还有一个灯塔 3 也在北偏东方向，请你猜猜看它可能在哪？

你能在图中指一指吗？ 

请多个学生上来指。 

师：你有什么发现？ 

生：只要指在北和东的夹角范围内的地方都可以。 

 

师：是啊，请看图，灯塔 3 和灯塔 1 都在轮船的北偏东方向，

但是位置却不同，我们该怎么区分它们呢？ 

生：可以看它们偏离角度的不同来区分。 

师：我们先来测量灯塔 1 和正北方向偏离的角度，怎么测呢？ 

课件演示并强调：量角器的中心对准观测点，0 刻度线对准轮

船行进的正北方向，观察灯塔 1 所在的边，读出度数。 

学生自主测量灯塔 3 与正北方向的夹角。 

 

“思维自疑问和惊奇开始。”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注意以问

引入，以问题作为教学的出发点，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建构

知识，教师的问不仅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更要能增强学生的脑力参

与度，即将知识建构与学生积极参与整合起来。使学生逐步学会发

现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加强师生间的交流。 

好的问题是进一步探索的跳板。在片断中，教师先提出问题：

师：还有一个灯塔 3 也在北偏东方向，请你猜猜看它可能在哪？你

能在图中指一指吗？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指出可能的地方。得

出：只要指在北和东的夹角范围内的地方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出示

图，教师顺学而问：请看图，灯塔 3 和灯塔 1 都在轮船的北偏东方

向，但是位置却不同，我们该怎么区分它们呢？为后面的测量角度

活动提供了心理需求，两个问题悄然引导，逐层深入。 

二、巧问引入，层层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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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要理解的问题，要在关键处发问，循序渐进地引导，从

而达到理解知识、解决问题的目的。叶圣陶先生认为：“教师之教，

不在全盘授与，而贵在相机诱导。”方法即为提问与指点。提问要有

启发性，“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

弥深。”对一些繁难复杂的问题，教师必须循循善诱、由易及难、由

近及远、顺藤摸瓜，优化提问的切入点，逐步抓住问题的实质。 

【片断二】 

师：现在发现灯塔 4（如图）也在轮船的北偏东 36 度方向，看

来仅有方向还不能确定位置，怎么将灯塔 4 和灯塔 1 的位置区分开

来呢？请同学们讨论下。 

 

生：可以分别测出灯塔 1 和灯塔 4 到轮船的图上距离。 

学生用直尺自主测量。 

生：灯塔 4 到轮船的图上距离是 2 厘米，灯塔 1 到轮船的图上

距离是 3 厘米. 

师：根据比例尺，你能算出灯塔 4 和灯塔 1 到轮船的实际距离

吗？ 

生：灯塔 4 到轮船的实际距离是 20 千米，灯塔 1 到轮船的图上

距离是 30 千米。 

师：请你们同桌间完整地说一说灯塔 4 和灯塔 1 的位置。 

 

确定位置的教学，教师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的表达上，

而是让学生通过多个问题的引导，在观察、操作、计算、思考中，

逐步建构确定位置的方法体系，在充分地体验中形成对确定位置知

识点的掌握。学生不仅掌握了确定位置的知识，而且学习了科学探

究的思想方法，数学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 

三、及时追问，内化提升 

追问，是教学过程中教师针对某一内容或某一问题，在学生有

了一定的理解之后进行补充和深化，穷追不舍地问，直到学生能够

理解透彻。智慧的追问是教师对课堂教学的一种深度把握，对于揭

示知识的本质，拓宽思维广度和深度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课堂

追问是一门艺术。充满数学味的追问，带领学生一步步往问题的纵

深处探索，有效避免了学生思维流于表面现象的发生，同时把课堂

上生成的问题转化为学生发展的机会，让学生在学中思、在思中悟、

在悟中得，以此提升思维层次，有效解决学生的认知冲突，达成对

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 

【片断三】 

（学生通过教师的提问引导，解决了灯塔的位置确定问题后，

教师继续追问） 

师：请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以前还学过哪些确定位置的方法？

要注意什么？ 

生 1：用东、南、西、北确定位置。 

生 2：用第几排第几个确定位置。 

生 3：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确定位置。 

生 4：用数对，第几列、第几行确定位置。 

…… 

师：那今天我们又学了哪些新的知识？要注意什么？ 

生 1：学习了用方向、角度、距离来确定物体的位置。 

生 2：还要注意观测点的选择。 

…… 

 

思维在追问中发展。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来到学校里，不仅

仅是为了取得一份知识的行囊，更主要的是为了变得更聪明。”数学

教学追求的是学生思维的发展。上面的教学中，教师并没有停留在

问题正确答案上。而是在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打到答案的基础

上，进一步追问“我们以前还学过哪些确定位置的方法？要注意什

么？”这一问如磐石投湖，激起学生回想旧知的思维火花，拓宽了

学生的思路……在原有知识体系的回想基础上，教师适时提出“那

今天我们又学了哪些新的知识？要注意什么？”这一追问引导学生

从具体的问题的思考，上升到确定位置一般要素、方法的思考上，

使得解决问题不只停留于具体问题和经验模仿水平上，而是思维在

更高层次上的再概括，知识体系的重构上，丰富了学生的数学思考，

促进了知识的内化。 

教师要善于从整体上把握教材，深入挖掘教材内涵，选准提问

点，并结合学生的认识实际，精心设计提问，形成问题系列。力求

使问题具有层次性、启发性、系统性。教师的提问做到指向清楚、

明确，就不仅能够疏通学生思维的障碍，解决疑难，还能促进学生

思维的发展、素养的提升。让学生在教师的提问引导下，兴致盎然、

思维活跃、点子多多、自信满满，沉浸在探索、思考的快乐中，才

能成就双减背景下，基于促进学生素养提升的学科高效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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