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2 期） 

 1256 

教育科研 

幼儿教学活动中教师提问设计的有效性 
◆文雪梅 

（重庆市潼南区太安镇中心幼儿园  重庆潼南  402660） 

 
摘要：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如何提高教师提问设计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

幼儿智力发育、认知完善。具体实践中，通过优化活动方案，然后融入

创新元素，结合孩子们的性格特点进行提问设计，会取得事半功倍的理

想成效；教师帮助幼儿积极思考，深入分析现实问题，再指导他们朝着

正确方向突破自我，这对于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来说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

作用，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本文特意对此做了具体研究，希望其他教师

也尝试着展开有效的提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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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提问设计指的是教师考虑教学活动的基本形式，紧紧
围绕目标发展幼儿的核心素养，促进他们的思维活跃。另外，通
过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锻炼儿童分析问题、独立思考、主动探
究的好习惯，他们敢于创新自我，在接下来的综合实践中就能发
挥出更强大的主体作用。优化提问设计，坚持指向性、启发性、
有效性等原则，全心全意为了幼儿们思维水平的提升做出贡献，
有望揭开当代素质教育崭新的篇章。对此，笔者简单的阐述了几
点不同看法。 

一、幼儿教学活动中教师提问设计的问题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核心教育观念发生了重大

的转变。幼儿教育也是启蒙教育，组织好日常教学活动，是教师
们必须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然而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影响，实
际活动中关于教师提问设计是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的，弊端
现状尚未改善，极大的阻碍着幼儿们实现个性化成长[1]。教学活
动中提问设计的问题具体表现为：（1）指向性不足。提出的问题
对教学目标实现的促进作用并不大，而问题指向性的不足，也会
使幼儿的思维毫无方向性可言。（2）启发性不足。对于幼儿教学
活动而言，提出的问题应当启发幼儿思考，让幼儿获得一定的成
长，而这恰恰是部分幼儿教学活动中教师提问设计的不足之处。
（3）层次性不足。在幼儿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提问设计应该具
有一定的层次性，层层推进，促进幼儿的理解。但实际情况却是，
提问设计没有层次性的体现，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幼儿的身心健康
发展，致使课堂教学质量变差，互动效果不尽人意。 

二、幼儿教学活动中教师提问设计有效性策略 
（一）坚持指向原则 
幼儿年龄较小，思维水平较低，见识少，社会经验较少，很

难对客观事物产生抽象、间接的思考[2]。这就对教师的提问设计
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提问设计要指向教学目标。教师在设计提
问的时候，应针对现有教学目标，开展简单直接的提问，促进幼
儿能力的发展。如在小班教学中，教师可提问他们会不会写自己
的名字，开始简单的识字教育；中班幼儿可以通过提问他们会不
会数 100 以内的数，开展幼儿数数教育；大班幼儿可以开展简单
的加减法教育，通过提问“小明有 3 个苹果，到了奶奶家，奶奶
给了小明 5 个苹果，现在小明有几个苹果？小明吃了 2 个，还剩
几个”等问题，为小学数学打下基础。二是提问设计要综合考量
幼儿的思维特点。教师在提问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幼儿的思维
特点，针对幼儿年龄开展有效提问。如教师提问 3 岁的幼儿：太
阳为什么会东升西落？幼儿回答不出来。教师提问 6 岁的幼儿
1+1 等于几，也没有什么价值。因此，教师的提问一定要针对幼
儿的实际年龄特点，按照教育大纲的要求开展教学，不能一味追
求幼儿能力的发展提问过难的问题，也不能应付教育任务，只开
展简单问题教学。能够保证幼儿获得一定的知识，要能够促进幼
儿的知识积累和增加。另一方面，提出的问题要能够保证幼儿思
维得到适当约束，虽说幼儿思维要能够“放飞”，但是在特定的
情况下，如问题设计中要能够使幼儿的思维朝着特定的方向前
进，减少天马行空的情况出现。 

（二）坚持引导原则 
教师在给幼儿这一对象选择问题时，不仅要结合相对应的教

学内容来选定问题，同时还应当注重展开引导性的提问活动，不
能在提问后，立即将答案告知幼儿，而是要引导幼儿依靠自己的
力量来找出答案。引导性是指教师在进行提问设计时，应由浅入
深的设计出系列问题，引导幼儿学习和思考。因为对于幼儿来说，
教学内容是未知的，而对于教师来说却是已知的，因此，需要教
师的逐步引导，才能够帮助幼儿了解和学习所要学习的教学内容
[3]。同时，幼儿的思维往往都处于分散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如
在学习“美丽的雪花”时，幼儿是不知道其中所要学习的内容的，
而教师是知道的。因此，首先，教师要引导幼儿逐步进行学习。
如，首先，教师可以给幼儿播放下雪的动画情景，然后提出问题：
小朋友们知道小雪花是什么颜色的吗？这个时候，幼儿们就会踊
跃回答：白色。这个时候，教师也要适当的鼓励幼儿：小朋友们
真棒，回答对了！然后，教师就可以顺势再提出下一个问题：那
小朋友们知道雪花是什么样的吗？这个时候，教师就要给幼儿一
定的思考时间，然后边引导幼儿看播放的下雪的动画情景，很快，
幼儿们就能够回答出来，接下来，就到了这堂教学的主要内容，
教师便可以说：那我们把这些小雪花变出来好不好。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也要边指导幼儿画画，而不是直接就等于讲完教学内容
了。在这样一个引导式的提问下，既能够让幼儿深入的了解雪花
的特征，又能够让幼儿集中注意力去画雪花，提高幼儿的认知能
力和动手能力。 

（三）坚持层次原则 
如果教师采用统一的教学方式，就会导致幼儿在学习水平上

出现两极甚至多级分化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教师在
设计问题的时候就要注意层次性，主要是考虑两个层次，其一是
幼儿的层次，其二是问题层次。如在讲解“小野猪和它的妈妈”
时，教师就可以利用问题的层次性开展教学，对于基础较差的幼
儿，教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小野猪妈妈送小野猪出去看病
是不是很辛苦啊，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对于能力一般的幼儿，
可以这样提问：“小野猪的妈妈知道小野猪患上了会传染的疾病，
为什么还要背着它去看病？”对于理解能力较强的幼儿，教师可
以设计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小野猪的妈妈生病了，你们认为小
野猪会怎么想、怎么做呢？”这些问题都是基于幼儿的能力提出
来的，幼儿看到这些问题都想着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有利于激
发幼儿的学习欲望，让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得到锻炼。要
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就要根据幼儿的思维和心理特点进
行提问，并注意问题的层次性，让整个班级的幼儿都能参与其中。 

结语 
提问作为启发儿童智力，引导幼儿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方

法，其在幼儿教育当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教师在幼儿教育
阶段必须保证提问设计的有效性。在进行问题设计的过程中，教
师需要时刻记住问题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对幼儿学生
智力、思维及知识体系的构建而进行的，其宗旨是服务于教学目
标，服务于幼儿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所以教师一定要避免进行
模糊、宽泛的提问，尽量提出一些能够为教学活动的掌控提供便
利的问题，适当情况下也可以对幼儿学生的思维方向进行限制，
从而更好地实现幼儿教育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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