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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语文教学提问有效性的改进思考 
◆马永红 

（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麦新中学  内蒙古通辽  028400） 

 
摘要：提问是一门学问，提问可流于形式化，可实现预期效果，可实现

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课堂提问中，学生表现不同，

他们基础认知能力与性格不同，导致提问的结果差异明显，初中语文阶

段，教师既要了解学生的喜好，提出有趣的问题，又要紧扣教材的信息，

提出重点的问题，通过问题牵引着学生，让他们不断的思考与感悟，体

验语文的多样化，实现情感意识的升华，教师应改进提问形式，获得更

好的课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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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初中语文在提问中，应改变点名提问的习惯，在提问
中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从一个消极的、被动的状态，转变为
积极的、主动的状态，更加热络的参与提问，课堂的有效提问是
一门艺术，新课改要求教师多与学生互动，帮助学生意识到自己
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主动的、自发的参与到语文思考中去，因此
教师应结合以前提问的经历经验，分析更加有效的提问方式，引
发学生的热议与讨论，打造温馨活跃的课堂氛围。 

1.提问要有探究性，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语文提出的问题如果仅能够用是的、不是，或者按照教材的

信息照本宣科的念一遍、背诵一遍来回答，这样的问题结果虽然
看起来较为完整，但学生的思维始终固化在语文的藩篱中，难以
走出思维的制约，实现自我的进步，教师提出的问题反而限制了
学生的前进，他们本应该向着更加广阔的天地迈进，但教师提出
的问题就限制了学生的思考，因此教师应提出具有创新性、探究
性的问题，让学生能够基于一个问题产生更多的联想，在语文的
视域中尽情的互动，让学生对语文本身产生一种无止境的探索精
神，促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得到同步的进步。例如，在教学鲁
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一文时，教师提问学生：藤野先生作为一
名教师，认真批改学生的讲义，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这是教师
应该尽到的责任，为什么鲁迅先生对他如此崇敬与思念？这个问
题引发了学生的兴趣，通过反复阅读寻找答案。在小组合作交流
中，他们联系鲁迅先生的写作背景，结合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
国人的歧视，深刻地理解了藤野先生冲破民族偏见，以世界人的
博大胸怀，关怀着一个外国青年成长的崇高精神。这样，学生的
阅读就成为在兴趣引领下的探究学习，学生的思考与探究的过
程，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  

2.要做到因材施问，照顾各层次学生，提问要“有序”。  
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在钻研教材的基础上，还应根据学生的

学情来设计问题。进行课堂有效提问，应站在学生的角度，根据
各类学生的特点，设计各个层次的问题，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
不现的问题，所以，语文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应从整篇课文出发，
根据学生实际，设置有步骤、有计划的系统性问题，不要把难题
一下就抛出来，可以先易后难，有层次、有梯度，让不同层次的
学生都能思考回答，都有收效。如我教学《济南的冬天》，设计
以下问题：（1）济南的冬天好吗？（2）好在哪？（3）济南冬天
的最大特点是什么？（4）作者是选取了哪些具体景物来描绘济
南冬天的特点的呢？（5）如何来描写的？（6）从对景物的描写
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济南的冬天是怀着一种怎么样的感情？
这些问题的设计是从简单到难，一步步深入的，这样就可以对应
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进行提问，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有所收
获。  

3.提问要有启发性，培养学生深入理解文本的能力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精心设置问题，使问题具有启发

性，最大限度地启迪学生的思维，主动探究问题真相，培养学生
深入理解课文的能力。例如学习《孔乙己》一文时，文章的结尾
是“孔乙己大约已经死了”，给人无限的猜测与想象，也给人无

穷的悲剧意味。教师可以借课文的艺术空白，启发学生想象：孔
乙己到底死了没有？学生通过当时社会环境以及孔乙己虚伪的
性格特点，通过合理想象判断孔乙己悲惨命运的结局，使学生对
问题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提升了对文本的理解能力。再如，在教
学莫怀戚的散文《散步》一文时，教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让学生
思考：为什么“母亲”依从孩子的要求走小路？如果不走小路“母
亲”会怎么想？通过探究，使学生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人物
情感达成共鸣。这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会促使学生对文本反复
阅读与体味，使学生在探究中触摸到人物心灵的最深处，对课文
有更深刻的理解。  

4.提问要有引导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是在长期坚持中形成的。教师在教学中

要致力于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要使学生形成自主学习能
力，最关键的是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语文教学的课堂提问
要围绕学生学习方法的掌握与学习能力的提高进行科学设置，使
课堂提问具有引导性，有效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例如，在学习
《我的母亲》时，教师摒弃了传统教学中教师对课文条分缕析的
教学模式，而是指导学生掌握学习课文的方法。上课开始，教师
就问学生：今天我们学习《我的母亲》，结合课文的题目以及我
们学习课文的经验，大家认为应该如何学习这篇课文？有的学生
说，要通过阅读找出生字新词，并在课文的语境中加以理解;还
有的同学说，题目是《我的母亲》，我们要通过阅读了解母亲的
事迹，体会母爱的深沉与伟大;还有的同学说，我们要学习课文
的写作方法，看作者是如何表现母亲这一形象的，如何体现母爱
的，其写法与其他写人物的文章有何不同。因此，课堂的提问要
更多体现在对学习方法的指导上，在教师的提问下，使学生受到
启发，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5.借助现代多媒体等资源，拓展阅读教学视野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主要使用内容浅显易懂并且图文并茂的

资料，但是基于初中生的理解力较薄弱及想象力较强的特点，教
师应该灵活运用现代技术，采取灵活的教学手段。如在阅读《荷
花》的课文的时候，可以配以声色并茂的讲解办法，让学生在读
的时候，感受着池塘边的美丽景色，如同身临其境，这样的阅读
感受更深刻。阅读完毕，可以请大家讲讲对于荷花的感受，随其
所欲，可以讲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寓意，可以讲各种不同荷花的颜
色或者形状，或者自己在观赏荷花时的感受……目的是为了鼓励
学生发言，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对错，讲得精彩的还
应该奖励一下。这样把实际与学习结合在了一起，起到了“寓教
于乐”的效果。现在多媒体技术的发达，要善于利用起来，用于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上。学生对于声、光、色的体验，可以协助他
们的思维动起来，与阅读内容相结合，积极参与到阅读活动中去。  

结束语 
总之，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通过有效的课堂提问，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探究问题的动力，促进学生对文本
的深入理解，进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语文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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