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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个体差异，激活教育活力

——融合教育背景下视障生课堂提问“不均衡” 
现象调查与改进策略研究

余华彬

江苏省连云港市特殊教育中心　222000

摘　要：融合教育背景下，教师往往更关注学生之间的融合互动，注重学生之间的“共同性”，却容易忽视学生之间个体的

“差异性”，反映在教学中最典型的环节就是课堂提问环节学生回答问题的“不均衡性”，即课堂中踊跃回答问题的总是个别基

础较好的“尖子生”，基础较差的“后进生”却很少参与到课堂质疑和回答问题中。笔者工作的单位是一所集视障生、听障

生、普通学校融合康复生为一体的特殊学校，所带班级的学生有低视力、全盲生及普通学校转来的融合康复生，学生构成复

杂。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惊奇地发现每堂课善于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总是这些“尖子生”，其他人要么没有质疑提问要么从不参

与抢答。让全体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让每位学生参与到课堂质疑和课堂回答问题中来，体验参与教学和收获课堂成果带来的

愉悦是融合教育背景下每个孩子应有的权利。

针对这种现象，笔者对“课堂提问”现状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研究扭转此类现象的策略，

提出实施课堂平等提问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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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这一

名言，对于教师把握课堂质疑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恰到好

处的提问，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思维，调节课堂

气氛，沟通师生情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提高教师的

课堂教学质量。

教育教学应面向全体学生，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这就

要求我们教师要把这一“平等性”始终贯穿于教育教学的细

节处，课堂提问也不例外。

这一“平等性”原则在视障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

的教学对象在生理、心理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最直观

的全盲与低视力差异外，性格差异，特别是视障加智力低下

这样的多重残疾学生出现，导致我们的教学对象差异越来越

大，给我们的课堂教学带来不小的挑战。“课堂提问”如何针

对每一位视障学生平等参与、全面发展，构建高效的课堂教

学质量，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一、“课堂提问”现状

笔者通过调查研究，探索“课堂提问”现状，以期找到

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具体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 ×× 市特殊教育中心二年级学生的 20 节课作

为研究对象。本班级学生分为三类：基础好、基础一般、基

础差，且每类学生人数均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课堂观察和访谈等方法。为获取研究对

象课堂教学的第一手材料，并使材料更具客观性，特邀请一

位教师一起对研究对象进行随堂听课观察，详细记录课堂中

教师提问和学生的反应情况。课后随机抽取学生进行访谈，

通过学生对教师课堂提问的一些想法，了解课堂提问对教学

效果和学生心理产生的影响。

教师课堂提问频次与学生举手、回答、质疑提问频次统计表

学生类型
教师提问

频次

上课举手频次 回答问题频次 学生

提问

频次次 / 节 比例 次 / 节 比例

基础好 30 20 67% 20 67% 2

基础一般 30 12 40% 10 33% 0

基础差 30 2 7% 1 3% 0

统计显示：基础好的学生上课表现积极，教师提问频次

也高，师生互动较多；基础差的学生上课不愿意多举手，回

答问题的机会也较少。

二、现状原因分析

（一）学生的原因。

由于视觉障碍程度的差异、致盲原因的差异、家庭背景

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给我们的一些本就接触面很少的视障生

带来了情绪上的低落、性格上的孤独。这样的视障生在课堂

上的反应慢、基础差，课堂上又没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获得

回答问题的机会少之甚少，逐步形成惰性心理，不积极思考

问题，怕回答错了挨老师批评、同学嘲笑。久而久之消极的

情绪成为了一种“习惯”，把回答问题的机会统统让给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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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同学，他们渐渐被冷落。

（二）教师的原因

课堂提问是教师传授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课堂提

问能及时了解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掌握知识的程度，对教师把

握教学进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任务

是否完成。

正因为“课堂提问”的这一决定性作用，导致了我们很

多教师在

平时上课时，总喜欢让好学生回答问题，很少顾及差生，

生怕差生回答不出来浪费时间，而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有

些老师总喜欢按自己的喜恶来提问学生，喜欢的学生不停的

让他回答问题，不喜欢的则“不屑一顾”，即便这位学生高高

举手也不予理睬；学生给出答案后，教师的反馈方式也存在

明显差异，对前者，教师多给予正向的积极反馈，而对后者，

他们不仅回答问题的机会少，而且得到的表扬少，赞美少，

鼓励少，教导少，批评则多；上公开课时总让好生来撑起场

面，生怕差生回答不上来而丢了自己的面子，这其实是我们

很多老师的共同心理。

教师给予“差生”的关爱不够。为了追求所谓的“高效”

课堂教学，提问总是叫那些反应快、跟得上老师步伐的好学

生，偶尔也提问“差生”，但也只是相对性的陪衬而已。“优

生”的表现机会越来越多，得到的表扬也更多，学习的兴趣

更浓，成绩自然越来越好。反观我们的“差生”，得不到老师

的表扬，学习兴趣一落千丈，“优生”与“差生”的距离越拉

越大，给“差生”的心理蒙上沉重的阴影，严重阻碍了他们

心理上的健康发展。

对于以上不公平“待遇”视障生是非常敏感的，直接影

响到他们的自我概念、学习兴趣，滋长了消极情绪，最终导

致他们破罐破摔，逐渐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边缘人”，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随班就拖”。

三、扭转此类不良现象的策略

（一）从学生自身出发，唤醒“沉睡”的心灵

要想改变学生必须从学生自身入手，唤醒每一位学生参

与问题的意识。我在实际教学实践中，通过主题班会这一媒

介，分三个阶段来唤醒“差生”。

1. 主题一：讨论课堂提问和提高成绩的关系

针对班级部分学生回答问题的惰性，先将班会的主题任

务布置下去，让全体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展开“课堂提问与

提高成绩的关系”大讨论，可采用同学之间讨论、询问家长、

网上搜索等各种途径，最终每位学生要以书面的形式写一份

心得体会。

大部分学生都认识到积极回答问题能帮助提高口头表达

能力、促进思维发展、提高学习成绩，应该重视课堂提问，

积极思考，踊跃举手。其中个别学生也提出了有时不知该怎

么回答好老师的问题。

2. 主题二：讨论如何回答好老师的问题，你是怎样

做的？

同样让所有学生以书面形式，在班会上口头朗读。做得

好的介绍经验，做得不够的谈谈如何改进。有的学生会提出

课前先预习，上课时就不会摸不着头脑，上课内容能够心里

有数，老师提问，自然就能从容回答了。

3. 主题三：总结你的变化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不断讨论，原先回答问题不积极的学

生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当然这一期间要求所有任课老

师积极配合，多关注“差生”，多点拨、多提醒，及时给予表

扬和鼓励。落后生渐渐体验到了成功，心里的感受颇多，这

时把他们的前后变化再次写成书面形式在班会上交流，让所

有学生得到共勉。

（二）教师的爱至关重要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凡是老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

是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自由地发展。”造成部分学生成

绩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缺少教师的爱。

这类学生他们的心里其实更渴望得到老师的关爱。课堂

提问则要求我们教师一视同仁，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在老师

的心中仍然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优秀生相比他们得到了老师

同样的爱。鼓舞他们踊跃发言、奋起直追。

四、实施课堂平等提问的具体方法

（一）知己知彼方能“战无不胜”

《学记》曾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教师对全班

学生的心理状态、知识水平、秉性差异，要有充分的了解，

并进行综合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难易适宜的问题，让基础

差的学生能通过简单思考回答出来，让他们感受到学习并不

可怕，消除学习的恐惧心理，树立自信。

（二）“因材提问”，难易适度，机会均等

课堂提问要分层次提问，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不同难

度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针对“优秀生”预先设计一

些拓展延伸、发散思维的问题，而对于反应慢的学生设计一

些概念性的简单问题，使他们产生成就感，而后再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层层递进，步步深入。

在提问的形式上可以采用按座位顺序依次回答，或同一

问题不同学生回答，让所有学生始终处于积极思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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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学生都紧张起来，共同跟着老师的思路，获得均等的

学习机会。

（三）“以优带差”，感受合作的快乐

新课程理念提倡合作学习，学生之间的学习比老师的讲

授更有效果。合作分组应考虑各组成员的均衡性。通常小组

发言时都会要求学习好的学生回答，但我会要求能力一般或

者差些的学生回答，这样组中每个成员都会认真参与到活动

中，好学生主动帮助后进生，并努力向差生讲明道理、方法

和观点。在这样的学习中，差生多了学习的机会，也多了很

多展示的机会，避免了因答不出或答错而受挫丧失学习的信

心。逐渐形成以优带差的良好风气，体验合作的愉快，使学

生携手共进。

（四）提问的方式可多采用“课堂讨论”或“情境辩论”

“情境辩论”就是在一定问题背景下，创设特定的问题情

境，以辩论会的形式，分小组或集体展开讨论，让所有学生

在积极辩论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心理学研究表面，当人在激烈争论时，注意力是高度集

中的，大脑的反应速度也要比平时快很多。因此，合理利用

这一心理特征，展开课堂大讨论、大辩论，充分发挥学生非

智力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给每个人畅所欲言的机会，让后

进生在民主融洽、生动活泼的激论中克服“难言”的心理

障碍。

通过一系列的主题班会，视障生在提高自我意识的基础

上，改变了学习态度，采用了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交流合

作等多种渠道应对课堂提问。教师在课堂提问时，采用丰富

多样的提问方式，分层次提问，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努

力提高课堂提问的质量。在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笔者对

研究对象进行第二轮调查研究，以期观察视障生的课堂行为

变化。

教师课堂提问频次与视障生举手、回答、质疑提问频次统计表

学

生类型

教师提问频

次

上课举手频次 回答问题频次 学生提

问频次次 / 节 比例 次 / 节 比例

基础好 30 28 93% 10 33% 4

基础一般 30 22 73% 15 50% 2

基础差 30 10 33% 8 27% 2

统计表显示：教师课堂提问注意关注视障生差异、兼顾

到每个视障生，三类学生的相关比例都有所调整，特别是基

础差的视障生变化较大。他们得到了均等的学习机会，回答

问题的积极性普遍提高，举手频次增加，并能大胆提出自己

的质疑。

课堂提问要坚持平等性，面向全体学生，充分体现“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调动每一位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

让全体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课堂提问要考虑到各个层次的学

生，让每位学生都有回答问题的机会，体验参与和成功带来

的愉悦，只有这样，课堂提问才能真正变得有价值，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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