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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绿点”带领我们遨游问题世界 
◆陶  兰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小学校  610300）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

应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生数学学习中
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老师常常会鼓励孩子们多思考，不懂
就问。数学课堂上，教师应当通过有效的数学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探究或 key 合作交流，积累经验，展现思考过
程。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小学生，由于受到以往学
习经验的约束，往往不敢提出问题，也不懂得如何去提问题，教
师在提出问题后，往往急于得到心中的答案。 

新课程倡导教学活动要以兴趣为先导，以问题为主线，让问
题贯穿教学的全过程，以达到思维创新和个性张扬的教学目标。
这个理念启示我们，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具有极大
的价值。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通过启发性的问题因势利导，有目的性的
激发学生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将学生的思维引向纵深，从而提高
课堂效率。下面结合教学实践，围绕“问题”阐述如何“创新性”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一、关注核心问题，让孩子敢问 
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

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所用到的知识是前人总结的，需要的技能
是前人积累的；而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却需要批判性思维，需要有
创造性和想象力。”但是现在我们的学生多患有“问题意识缺乏
症”，且随着年级的增加，课堂上举手的同学越来越少，发现问
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从来不提问
题，二是不愿或不敢提出问题，三是不会或不善于提出问题。因
此，教师在预设问题时，不仅要关注教材，关注核心问题，更要
关注学生的学情。在教师预设问题时可以通过前测、访谈等形式
了解学生的已有经验，使问题更接近于学生，让学生感受到“三
分生，七分熟，跳一跳，摘得到。” 

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对孩子的提问多支持，对孩子们天真
幼稚的想法要多理解，不要轻易批评，要让他们敢于发问，发表
自己独特的见解。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赞许的目光，往往成为
他们学习的动力。在他们感觉被认可，被赞同的同时，他们才会
积极思考，敢于质疑，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真正体
现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这样他们的思维才能得到发展。同
时，教师与学生在课后也应多进行生活和情感的交流，多关注学
生的生活，让学生与教师成为朋友。这样，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
题的时候，拘束感自然会减少，也就敢于向教师提问了。 

二、巧妙创设情境，让孩子多问 
教师和学生建立一定感情后，他们喜欢听老师讲课，他们克

服了胆怯的情绪，会在课堂上对老师的错误提出质疑，会大胆表
示自己的想法，会在课后像老师请教一些自己的疑惑。但是，这
种情况在小学生中并不多见，很多孩子有自己的羞怯，有些孩子
在老师表扬后又自信满满，得意过度，认为自己思考的对的。因
此当代老师不能满足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善于
“设疑”、“置惑”，聪明的老师应该在教学中巧妙创设情景，让
学生多提问，不要让“问题止于智者”。 

风趣幽默的语言，给学生设了很多陷阱，但是老师并没有把
问题完全“冰释”，而是老师为学生创造了很多思考的空间，提
问的机会，采取这种“三课四学”的学习模式给孩子们更自由的
发挥空间，对于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对于形成一种积极开放、活
跃的课堂氛围大有好处。 

三、善于启发思维力，让孩子会问 
很多孩子不敢开口提问，多数时候还是不知道如何提出数学

问题。如果教师灌输教材、教案，不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不给学
生产生问题的时间和空间，奉行“目中无人”的教学模式，把学
生视为知识的容器，缺乏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意识与策略，那么
学生肯定是不会和不善于提出数学问题。在低段教学中，教材经
常出现购物的例子，让学生提问，对于加减法，学生基本还是感
觉比较容易，一学乘法，大部分学生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提问？

这时我就引导孩子乘法来源于加法，只有加数相同的加法才能用
乘法，并且比较简便。怎么能在图上去找相同加数？孩子们就会
发现很多时候每种东西价格都不同，这时候聪明的孩子就会说我
买几个一样的东西，价钱相同，再求它们的总价钱，就是相同加
数相加，也就可以改写成乘法比较简便。这样一说，很多孩子顿
时明白，对几个一样物品的总价提问，就是用乘法解决的问题，
而且在今后遇到这类问题时候，用乘法解决也比较简便，这样一
来，不仅让学生形成问题意识，还让他们总结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所以学生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教师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 50 年代的研究表明，难易适中且富有
挑战性的问题足以激励学生向下一阶段发展。如果在教学教师思
维死板，方法单一，必定扼制学生思维的发展，阻碍他们问题意
识的形成。我区正在推行的“三性教育”，即学科性教育、知识
性教育和创新性教育，并要求老师把这三性渗透到课堂教学中，
形成三性课堂，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我在教学思
维训练题时，也常常问学生“你还有其他方法吗？”“哪种方法
更简便？”让学生在探究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例如在二年级的教学中有个学生排队的问题：“每排 8 人，排 3
排；如果每排 4 人，可以排几排？”很多学生一开始就在图上用
圈一圈的方法得出了结果。“还有别的方法吗？”，在我的追问下
有些聪明的孩子发现了可以先用乘法 3×8=24 算出总人数，“每
排 4 人，再背 4 的乘法口诀，“四六二十四”，从而知道可以排 6
排，在此基础上我又“还可以怎么排队？”学生又进一步思考问
题的形成记忆解决方法。每次的思考过程，都是一个再发现和再
创造的过程，老师应该引导学生及时总结信息，进行反馈和反思，
只有这样，才能使思维得到锻炼。 

现代的数学教学应该是一个互动合作，教学相长的过程，课
堂的主体应该是学生，我们要真正地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学生，
把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作为教学的主要方向。 

因此我们当代老师要坚持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多方面培
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成为好思，好学，好问，好动的阳光
儿童，为培养新世纪的创新性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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