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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提问有效性的改进思考 
◆常  丽 

（镇雄县中屯镇平坝九年一贯制学校  云南镇雄  657214） 

 
摘要：课堂提问是一门艺术，如何抓住教学内容的核心，提出能够启发

学生思维，吸引学生兴趣的问题，是教师所需要终身探索的。相信教师

在每堂课上都会通过提问与学生互动，但提问是否精准有效却值得深思。
本文先分析初中语文课堂上提问的不足之处，随后提出了几点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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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提问尽管是课堂上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环节，但它所起到的

作用却是极大的。有效的提问不仅能够直击教学的核心，令学生
耳目一新，豁然开朗，还能够在一问一答中得到学生学习情况的
反馈。但在如今的初中语文课堂上，尽管教师经常实施提问，但
却常常是无效的提问，问题出在以下几方面。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提问存在的普遍问题 
首先是过于随意的提问。在没有任何预设和目标的情况，盲

目对学生进行提问，甚至于教师对于标准答案的把握也并不准
确，于是学生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教师却无法进行合理的评价
和引导，白白浪费了时间。其次是问题的难度处于两个极端。简
单的问题没有提出的必要，人人皆可给出答案，而难度过大的问
题又会令学生陷入思维的困境，只会使教学陷入僵局。对于难度
把控的不合理影响了提问的效果。最后是对提问时机以及提问对
象的选择不合理，导致部分学生参与问答的机会有限，教学没有
面向全体学生。 

二、初中语文教学提问的改进建议 
（一）问题要有针对性  
正如射箭打靶要瞄准，设置问题的目标也要对准中心点。设

计课堂提问要根据教学目标，扣住重点，抓住难点。这样也就抓
准了方向，重点解决了教学的任务也基本落实了，扣住重点引导
点拨，可谓事半功倍，难点主要是指学生学习过程中不易攻克而
教学上又必须落实的地方。它是教学过程中的拦路虎，也是教师
解疑的一个靶心。抓难点，体现了教师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思想，
它要求教师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教师针对重点、难点，设
计问题，犹如写文章之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比较干脆利落。教
学《记承天寺夜游》时，文末的“但少闲人始悟两人者耳。”中
的“闲人”一词是文章的文眼，如何使学生正确理解“闲人”为
教学中的难点。注释中译为“清闲的人”，但更应从中去领悟苏
轼身遭贬谪仍有如此闲情雅致的情怀，体现其乐观旷达胸襟这一
深意。教学中提出“从苏轼自比闲人中我们读出了什么？”学生
从相关注释资料中明确了这一点[1]。  

（二）问题要有挑战性  
提问不是为了让学生不假思索的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要体现

出启发的作用。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并不是不
可解决的，这增强了问题的神秘性，也激活了学生的斗志。设置
挑战性的问题，教师必须对问题的难度进行合理把握，在问题的
设计上要体现出启发性。 

例如，在教学《愚公移山》一文，在熟读课文，理解课文内
容的基础上，教师设问“愚公下定决心移山，这下引出了好几个
人物，你喜欢谁或不喜欢谁？为什么？在《皇帝的新装》中，皇
帝游行回来后故事情节如何？在《我的叔叔于勒》中，小公务员
的二姐夫是如何继续着他的发财美梦？父亲又是如何向不知情
的家人解释叔叔的长久之归？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成为引导
学生攀登知识高峰的手脚架，成为能给师生带来思维享受的艺
术，体现出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完善结合。  

（三）问题要有新颖性  
在很多情况下，提问是为了抓住学生的课堂注意力，使他们

的精力瞬间集中起来。但显然，枯燥无味的提问是无法起到这样
的作用的，教师必须注重问题的新颖性，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
受。 

“主问题”是相对于课堂教学中那些零碎的、肤浅的、学生

活动时间短暂的应答式提问而言，它指那些对课文阅读教学起主
导作用、起支撑作用，能从整体参与性上引发学生思考、讨论、
理解、品析、创造的重要的问题或提问，它有着鲜明的特点：（1）
“主问题”是经过概括、提炼的，是教师精细阅读课文与精心思
考教学的思想结晶，是一种行动整体性阅读的教学问题；（2）“主
问题”在教学中出现的顺序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一节课中几个重
要的主问题，其出现的先后是一种科学有序的安排，它们各自在
教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具有一般提问的随意性；（3）“主问
题”对课文内容和教学过程都有着内在的牵引力，每一个问题都
结合起课堂上一个教学活动的“板快”[2]。如教学《故乡》一课，
学生在预习了课文了解了课文的背景之后，教师提出了一个问
题：故乡产生了哪些变化？在学生边读边拟发言要点后，课堂上
开始闪现学生思考的结果：故乡的面貌变化了，故乡的人也变化
了（闰土和杨二嫂）。教师以此为基准进行调控，要求学生继续
深入比较闰土和杨二嫂两个人物前后的变化并思考产生变化的
原因。  

（四）问题要有层次性  
课堂提问必须符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如果问题难

度过大，就会导致学生思维“卡壳”，课堂冷场，达不到提问的
目的，因此，对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要做降低难度的处理。如
讲授《沁园春•雪》时，如果教师直接问：词的上阕写景与下阕
评古论今有什么联系？学生恐怕难以跨越问题的鸿沟。那么，教
师就应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设计几个较容易的问题，以降低问题
的难度：词中的承上启下关系说明下阕由景到人，作者用哪个字
概括他对哪些历史英雄的评价？作者这样评论古人，目的是什
么？歌颂今天的哪种人？这首词的主旨句是哪句？你如何理
解？这样一问，使学生由易到难，由已知到未知，循序渐进，逐
步达到对原来较难的问题的理解：上阕写景是下阕评古论今的基
础。又如教学小说《范进中举》一文，在要求学生理解小说描写
了怎样的社会环境这一问题时，也应从浅处提问：范进中举前后，
众乡邻、胡屠户及张乡绅的态度有何不同？通过引导学生对比，
就会较容易地理解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从而对这个问题作出比
较全面、准确的回答。  

三、结语 
总之，对于课堂上有效提问的探索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教

师要始终以学习的态度，在教学实践中摸索、总结，不断对提问
的策略进行完善。现如今的初中语文课堂上，教师设计的提问还
有许多漏洞，相信只要反思总结，在新课改理念的指导下加入一
些新的提问元素，课堂教学有效性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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