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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政治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 
孔祥清 

（山东省泗水县第一中学） 

摘要： 创新人才来自创新的基础教育，学校教育模式的革新至关重要。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活动中问题意识的培养。
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只注重知识传授，不注重学生问题意识的养成，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不利于学生自身发展。鉴于此，针
对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进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价值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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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〇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坚持创

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会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来自创

新的基础教育，要把人才培养的重心前移，关注发展创新导向的基

础教育，从而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开发的健康起点。要推进这一目

标的实现，学校教育模式的革新至关重要。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

开创新活动中问题意识的培养。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只注重知识

传授，不注重学生问题意识的养成，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积极寻找对策，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 

一、营造氛围，让学生“敢问” 
教学过程是师生情感交流彼此感染的过程。因此，培养学生的

提问能力，首先必须为学生创设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消除学生的

紧张感、压抑感。第一，尊重学生人格，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让

学生敢说。融治的师生关系是学生产生良好的学习情绪的触发器，

是搞好政治课教学、提高思想教育效果的重要保障。教师要主动放

下架子，变师道尊严的师生关系为教学相长的朋友关系，从感情上

缩短与他们的距离。第二，要鼓励学生大胆提问。教师要以微笑的

面容期待的眼神、亲切的话语、饱满的激情去感化学生、亲近学生，

与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

研究者，从而打消学生对教师的惧怕和隔阂心理。第三，在学生提

出问题和观点时，教师应尽量做到表情专注，态度和蔼，对学生提

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对待，耐心解答。第四，对大胆发问的同

学，特别对是创造性的问题要给予中肯评价，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

喜悦，使他们热情高涨，思维活跃，积极主动思考和提出更多学习

中的问题。 

二、激发兴趣，让学生“想问”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讲，兴趣是一种内在动力，会使学生增强求

知欲。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学生既不愿意回答教师的提问，

也不愿意去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提出同题。其中的一个原因正是

由于缺乏学习的动力和求知欲，缺乏思考的兴趣。这就要求教师采

用多种教学方法，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以促进学生思考。在政治教

学中应注意两点：首先要选用一些典型的能激发学生共鸣的时政热

点配合课文讲解，引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其次，用丰富、合乎

学生实际的事例吸引学生，提出富有思考价值、富有思维碰挡的“设

问”，激发学生的兴奋点，从而使他们自觉产生追求和探索知识的

要求。 

三、呈现情景，让学生“有问” 
教师要安排特定的情景，设计针对性问题，提供感悟的契机，

创设思维的氛围，启发学生在探索中自觉结论并获取知识。首先，

要求自己预习教学内容，独立思考，发现疑难，提出问题。其次，

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探索问题的能力。再次，教师应该尽量少讲、

精讲，留给学生适当的时间，自己去学、去思、去问。在教学过程

中，既要采用教师一学生一教师这种纵向提问形式，也要采用学生

-学生横向提问形式，鼓励学生之间相互质问、辩论。最后，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巧妙“存疑”，将“问号装进学生的头脑里”，

进而让思想“在学生的脑袋中产生出来，这样可以使学生经常表现

出惊奇和探究的欲望。 

四、授人以渔，让学生“会问” 
教师在平时教学中应该注意引导学生掌握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的方法。首先，教材的节题、标题等往往是对教材内容的高度概括，

对此，可以引导学生多问几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其次，教

师要善于点拨的方法，启发学生正确的分析，从整体上把握知识在

内在联系，同时适时补充生动例子，引导学生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

方法提出问题、分析解答问题。 

五、提高素质，准确“答问” 
学生提出问题后，总是希望得到及时满意的答复，这对教师是

一个挑战，故教师在平时就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教师是一个终

身学习的职业，新的教育模式下对政治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

师应该认真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考纲，拓展自己的专业知

识，又要通晓相邻学科知识，完善自身知识结构。 

总之，只有学生敢于提出问题，善于提出问题，学生才能真正

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