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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有效问题成为数学课堂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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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得好：“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爱因

斯坦也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课堂
教学中的“问题”总是学生思维活动的开始，学生又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发展了思维能力。如果教师在课堂向学生提出有价值
的、能激起学生思维剧烈活动的问题，往往比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更重要。正所谓有效的问题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学生沉浸在
思考的涟漪之中；又如柳暗花明又一村，让学生在探索顿悟中感
受思考的乐趣。因此，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引导，教师要精心设计
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思维，
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自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中。 

一、抓住最佳时机，提升提问时效 
在教学中，只有在最佳时机提问效果才最好。所谓最佳提问

时机，就是当学生处于“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不能”的“愤
悱”状态的时候，此时，学生注意力集中，思维活跃，对教师的
提问能入耳入脑。最佳提问时机，既需要教师敏于捕捉、准于把
握，也需要教师巧于引发、善于创设。 

1、通过有效提问及时扫清思维障碍。 

学生的思维发生障碍的地方，往往是教学重点所在之处。在
学生思维受阻时，教师要通过采用铺垫性、辅助性的提问，降低
坡度，减小难度，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探索
知识，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如，我们在引导学生解答这样一道
题时：“一种零件，甲做一个用 6 分钟，乙甲做一个用 7 分钟，
丙做一个用 8 分钟，现在有 3650 个这样的零件要加工，如果规
定三个人用同样的时间完成，各应加工多少个？”此题有一定的
难度，学生都在冥思苦想，思维发生了障碍，这时教师点拨提问：
“我们先考虑两个人做工，42 分钟甲乙各加工多少个？”经这
样一问，学生会由简单的数字思考：甲 42 分钟加工 42÷6=7（个），
乙 42 分钟加工 42÷7=6（个）。84 分钟呢？126 分钟呢？x 分钟
呢？学生会得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解设：3 个人都用了 x 分

钟加工完这批零件。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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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这道难题就这样被解

决了。可见教师这个问正是问在知识的关键处，既疏导了学生思
维的障碍、解决了疑难，又促进了学生思维的发展。 

2、通过有效提问使学生思维更加清晰。 

所谓思维“模糊”，就是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
教师在学生思维产生“模糊”时，应采用反问或点拨性提问能引
起学生反思，培养学生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运用正确思维规律，

全面辩证地看问题的能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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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学生对运算顺序模糊不清。这时教师适时引问：乘除是同
级运算吗？同级运算要注意什么呢？这一问，立即引起全班学生
的兴趣，大家纷纷讨论。这一问题恰恰把运算中容易混淆或产生
错误的地方暴露出来，这种问题来自学生，又由学生自己来解决
的方式，不仅对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大有裨益，而且能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3、通过有效提问加深学生思维深度。 
由于对问题往往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只停留在一般或浅层次

的认识水平上，满足于一知半解。这时教师要及时提问，步步探
究，把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向纵深拓展。探究性的提问，有利
于学生对知识的进一步理解，更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提高思维水平。例如，有这样一道题： 

 
 
 
 
 
 
 
 
学生做答第一小题还比较顺利，到第二小题时错误率特高，

学生的认识停留在一般或浅层次的水平上，都认为是求圆的面
积。其实老师只要启发性地引导就可打开学生的思维。如问：1
时到 2 时时针是走了一圈吗？这样的及时提问，步步深究，最后
学生得到结论只走了一圈的十二分之一。从而把学生的思维引向
深入，得到拓展。 

二、优化问题，提升提问实效 
1、优化问题结构，提升提问实效。 
问题结构应该逻辑严密。数学知识结构严谨，系统性强，数

学知识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要素，相近的问题情境，相似的思
维方式，只要找到具有沟通新旧知识的共同因素，就能有效地促
进知识的迁移。这种由浅入深，以旧引新的提问方式，可称为迁
移法，是数学教学常用的提问策略之一。 

如教学《梯形面积的计算》，由于学生广泛掌握了长、正方
形、平行四边形及三角形面积的计算方法，学会了用割补法解决
平行四边形面积和三角形计算的策略，所以可以设计以下问题，
“把梯形剪成两个我们已经学过的图形，那么梯形的面积怎样计
算？”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观察分析、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
过程解决问题。找出求一个梯形面积的一般方法。 

2、优化问题情境，提升提问实效。 
所谓问题情境，指的是一种具有一定困难的、需要学生克服

的带有启发性的学习情境。创设一种问题情境，能使学生的思维
处于兴奋、活跃的状态，能促使他们去主动思考、去探索。心理
学研究表明：学生的个性、水平存在差异，教师要针对这些差异，
创设不同的任务情境。如果提问对象是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提
问应多以认知性问题为主，直问直答。因此教师在设计课堂提问
时，要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提出问题。对尖子生可适当“提高”，
对普通学生可逐步“升级”，对学习困难的学生可适当“降级”，
满足不同胃口的需要，从而使“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
展”。课堂教学时，教师虽然无法为每一个学生设计一套问题，
但注意提问层次和梯度，并根据问题的难易提问不同的学生，这
还是能做到的。 

3、优化提问策略，提升提问实效。 
提问的时机、提问的方式选择得当，能启发思维、发展智力、

活跃课堂气氛；选择不当则可能弄巧成拙，破坏课堂气氛。提问
应掌握火候，选准时机，巧设疑难。具体来说，提问要注意：①
置问于教材的关键处。②置问于教材的疑难处。③置问于教材的
矛盾处。④置问于教材的含蓄处。 

4、优化提问方式，提升提问实效。 
课堂提问要因题而异、因人而异，在方法上力求灵活多样，

不能使用一种固定模式，这就是“大体须有之，定体则无之”。
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掌握更多的提问艺术，并不断优化提问的方
式。提问的方式很多，常用的有：①开放式提问；②突破式提问；
③比较式提问；④猜测式提问；⑤启发式提问等。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努力探索课堂教学中问题的设
计，恰到好处地提出问题，将对我们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有着不可
低估的作用。从而使有效问题成为数学课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某钟表的分针长 10 厘米.时针
长 8 厘米。 
（1）从 1 时到 2 时，分针针
尖走过了多少厘米？ 
（2）从 1 时到 2 时，时针扫
过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