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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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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是学生学习生涯中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学习时期，这个学习期间是学生文化素养的形成、知识储备的开端。

语文这门科目是学生的主要科目之一，无可否认这门科目在学生基础的小学阶段有着重要地位。学生对语文科目的学习兴趣

也是在这个小学关键阶段培养起来的。而在进行语文科目的教授过程中，语文课堂采取提问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也是一种重

要的教学手段。在语文教学中，课堂提问既有利于教师对于学生知识掌握度的了解，又有利于教师通过提问得到学生反馈后

对教学课程进度的把握。正所谓课堂的导向在于提问，课堂提问是学生知识的导向，同时也是教师对学生知识吸收度的方向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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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堂提问有利于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新知识、探索新领

域。因此，课堂提问是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最有启发而高效

的教学方式。教师有效地运用提问式教学不仅可以集中学生

的注意力，开拓学生的思维而且还可以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

望与理解。为学生发现问题、思索问题、提出问题奠定基础。

学生的学习需要大脑的思索，只有学生的思维在灵活地运

动，才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提问教学可以明显起到推动学

生思维运行的作用，语文教师要注意有效的提问，充分增加

学生的积极性，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1 合理进行内容与顺序的提问，引发学生思考能力

的锻炼

教师进行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教授学生知识，帮助学生掌

握基本的知识点。在为学生打好语文基础的前提下培育学生

语文核心素养[1]。所以在课堂上，语文内容的提问必须合理

设计问题内容。引导学生掌握了解知识点，使学生在学习知

识内容的过程中，通过提问引发学生对知识的深入思考，让

学生学会在不同的提问中对知识进行扩展与延伸[2]。让学生

学会思考问题，学会运用不同视角进行问题思索。让学生通

过教师的提问来增强自身思索能力的锤炼，形成对文章不同

的理解，形成多维立体的知识结构框架。

教师在讲述《富饶的西沙群岛》这篇文章时，要讲解本

篇文章重点段落的主要内容。并且让学生总结本篇文章的段

落形式。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提问时，要先结合学生对文本

的理解，由浅到深、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去进行合理提问。

教师让学生进行初读课文后对学生进行提问“本篇课文中每

一段分别讲述了什么”通过教师的提问让学生开始进行思考

总结。第一段讲述西沙群岛的优美与物产。第二段至第四段

分别讲述西沙群岛的景象美好，物产丰富。最后一段进行总

结与赞誉。当每一段都总结完成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回答

进行下一个提问：“本文的叙述顺序”。因为前面提问内容

的铺垫，学生可以迅速回答总分总的结构形式。如果教师先

进行第二个问题的提问，大多数学生在没有第一个问题的铺

垫下很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由此可以看出，教师进行内

容与顺序的合理提问，更加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加深

学生的思索能力。

2 进行提问时注重疑难点问题的把握

教师在语文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把握对于文本内

容的理解，了解学生学习中的重点、难点。教师在提问时注

重疑难问题的提问。课本中的疑难点是大多数学生较难理解

却又是本课十分重要的关键知识，有时甚至可能是知识掌握

的核心难题。对于这类问题大多数学生自身不理解，但又不

敢在课堂中主动进行询问解答。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应注重对

于疑难问题的提问，当学生难以解答时给予重点全面的讲

解，既可以让大多数学生掌握知识又可以加深学生的知识记

忆。

在教师进行《望洞庭》这首古诗的讲解时。此篇教学要

让学生结合课下注释进行古诗翻译。在古诗的后两句“遥望

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这句诗的理解与翻译程度

较为困难，教师可以格外注重对此句古诗的翻译对学生进行

提问。大多数学生对“白银盘里一青螺”不会翻译，教师可

以根据文本内容的疑难点进行详细解答。尤其此句为诗人看

到洞庭山水的联想，对于此句教师要通过提问向学生进行详

细的讲解，帮助学生了解、理解教学难点。

3 通过提问，引导学生创新

创新精神是学生在语文这门科目中必不可少的文学素

质。教师可以通过提问来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教师通过对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11 期 2021 年

实际课堂知识内容的引导，开拓学生自身创新思维的发散，

对知识点进行思索，培育学生的发散思维。学生的创新性需

要教师的引导，提问教学恰恰是较为有利的引导形式。学生

通过创新来开始注重对文章内容疑难点的思索，对教材中内

容要点中心思想进行感知与理解。教师在进行提问时，注重

引导学生对于问题的联想与创新，引发学生对于文章内容另

一个角度的看待，拓展学生的思路，推动学生创新精神的形

成。

教师在讲述《落花生》这一篇文章时，教书对学生进行

提问“文章在讲述什么内容”学生对文章进行了不同答案的

回答，有的在说花生栽种收获的故事，也有的在说讲述了讲

述了花生的好处，更有的在说讲述作者对花生的喜爱。那么

文章只是简单的讲述这些内容吗，教师的一个简单的提问引

发了学生的创新，同时也在引导学生对于文章内容的理解。

4 注重增强学生兴趣性提问

兴趣是一个学生进行课堂学习的关键。任何一件事情的

开端都离不开兴趣的指引，如果没有兴趣的陪伴，学生的阅

读水准得不到提升[3]。没有兴趣，学生的学习只会枯燥无味，

其对于学习没有任何期待，只是机械化的学习，不懂学习的

趣味，将学习语文变成强制性的课程之一。因此，兴趣的存

在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学生的语文科目学习需

要兴趣这一调味剂的加持，因此教师更应该注重兴趣的培

育，对于学生兴趣的指导与索引。

教师的教学提问就是学生增强趣味性的一大路径。提问

教学是现阶段较为高效的教学模式。教师在进行提问教学时

如果只是进行毫无意义机械化的知识性提问，只会让学生对

知识感到厌烦，增强课堂的严肃性。因此教师在进行提问教

学时可以将学生的兴趣这一因素添加进提问中，增强提问的

趣味性。教师在讲述《爬山虎的脚》这一篇文章时，可以先

进行一个简单的提问如“学生们有没有见过爬山虎？知道爬

山虎的脚是什么样子吗？”通过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提问来吸

引学生的兴趣。见过爬山虎的学生开始积极回答问题，没有

见过的学生也开始思考与想象爬山虎。一瞬间课堂的氛围开

始变得活跃与高涨。由此可见一个带有趣味性的提问增加了

学生学习的兴趣。

5 教学提问注重抓住关键词

课文中的关键词往往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教师在

对学生进行教学时注重对关键词的提问。首先既然此词可以

作为一篇课文的关键，那么其背后蕴含的知识点以及作者思

想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一般关键词句都有的总领全

文、揭示文章主旨的目的，这也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关键。因

此教师进行关键词句的提问，一定是学生学要掌握的知识重

点，也是学生必须要了解的知识内容。因此教师对于文章中

关键词句的提问是必不可少的。教师也要紧靠关键词句进行

教学提问，以线索串联文章，引导学生从提问中感知课本内

容。

教师在讲述《祖父的园子》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询问

“学生全文是围绕着哪两个字进行描写的？”当学生回答出

园子时。教师又围绕着关键词园子进行发问“祖父的园子代

表着什么？”这个问题是教师由关键词引出的提问，学生根

据教师的提问开始细读文章，通过文本中对祖父园子生活的

描绘，了解到作者在园子中度过的甜蜜童年以及祖父对作者

深沉的爱。由此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文章主旨的表达得到了

深刻理解，同时教师也通过提问将教学内容进行了讲解。

6 通过反问打破学生固有认知

反问这一教学方式是提问教学中的一种形式。教师采取

反问式教学，可以针对性的对学生知识和理解中对某一问题

的错误认识、固有认知给予打破并重新塑造正确认识[4]。从

而加深学生对于文章中知识的理解。反问式的提问教学，可

以最大限度较小误差的改正学生在思想认识上对文本理解

的歧路与误差，最大化帮扶学生建立正确的知识体系。

7 结束语

学生的教学课堂由多种教学方式构成，但不可否认，教

师提问一定是教学课堂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课堂提问在学

生教学课程中的运用，能够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思维的发

散，精神的创新以及学生对知识点的探索与延伸。同时，教

师在课堂上也要给予学生一定范围内的思索与学习的时间。

帮助其进行知识点的构架与整理。教师要加强对于学生学习

需求的满足，激发学生对于知识的趣味性，增强学生课堂积

极性，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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